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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导言

今 年 （2023)是阿多诺诞辰 120周年。我知道，我所供职的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一一也在为两位赫赫有名的人物钟敬文先生和黄药 

眠先生操办 120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他们仨是同龄人。不同之处在于， 

黄先生享年 84岁，钟先生成为百岁老人才驾鹤西去，而阿多诺却是英年 

早逝，他只活了 6 6年。

但若论贡献，两位先生似乎都很难说有阿多诺辉煌。《钟敬文全集》 

(2018)面世后，我发现 16卷 、3 0册的规模摆在那里也确实可观。但仔 

细瞧，其 中 3 卷 是 《学术书信卷》《专题档案卷》《图片手迹卷》，其学 

术成分似已不太纯粹。黄先生没有全集，我只见过《黄药眠文艺论文选 

集》（1985)、《黄药眠自选集》 （1986)和一本65万 字 的 《黄药眠美学文 

艺学论集》（2 0 0 2 ) ,那好像已是他这辈子的主要论文。而回头面对阿多 

诺 的 2 3卷册文集，所有的读书人恐怕都会髙山仰止，深感绝望，因为 

那里涉及哲学、社会学、音乐哲学、音乐社会学、美学、文艺理论等， 

全 部 “高大上”，都 是 “硬通货”。随便打开哪一卷，您一年半载能否琢 

磨清楚都很难说。而且，阿多诺辞世虽已50多年，但他那些讲课录音整 

理出来的著作好像还在慢条斯理，陆续推出。这时候，“青山不改，绿水 

长流”之类的说法或许就会在我们耳边响起，这更增添了阿多诺的几分厉 

害和神秘。

于是，谈谈阿多诺，以便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也就有了诸多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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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谁 是 阿 多 诺

如果借用维基百科开头说法，那么一句话就把“谁是阿多诺”说清 

楚了：特奥多尔 .威森格伦德 .阿多诺（T heodor W iesengrund A d o rn o, 11 

September 1903-6 A ugust 1969)是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音 

乐社会学家和作曲家。这样介绍当然简明扼要，但我还是想把这个问题 

复杂化，以便形成一些更为丰富的认识视角。

第一，我想说，阿多诺是“中产阶级的富家子弟”。

阿多诺的父亲子承父业，20多岁时便已是一位成功的葡萄酒商。 

他既向英国和美国出口葡萄酒，同时还在莱比锡设立了分公司，生意越 

做越大，利润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居住在法兰克福的他也是该市文化 

生活的热心参与者。因经常光顾音乐会和歌剧演出，他结识了社交圈里 

两位不同寻常的姐妹：一位是颇负盛名的歌唱家，另一位是非常出色的 

钢琴家；前者成了阿多诺的母亲，后者自然也就成为其姨妈。作为这个 

家庭的独生子，阿多诺从小便锦衣玉食，同时也沉浸在浓浓的艺术氛围 

里，因为从早到晚，这个家里除了歌声，就是巴赫、莫扎特和贝多芬等 

人的奏鸣曲。阿多诺总是把他的姨妈称作“第二个母亲”，而对于阿多诺 

的文学教育和音乐成长，这位母亲也确实发挥着非同寻常的作用。111阿 

多诺自幼学钢琴，段位颇高；青年时代又去学作曲，.差点就成为一位音 

乐家。而后来，他虽然没有专事音乐，但据统计，他的* 23卷册文集总共 

一万多页，其中就有四千多页涉及音乐。⑵所有这些，与 “两位母亲”对* 

他的音乐启蒙都密不可分。

除了这种音乐启蒙，还有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哲学训练。一个众 

所周知的故事是，阿多诺 15岁时，大 他 14岁 的 克 拉 考 尔 （S ieg fried  

K racauer) 便成为其私人教师。每到周六下午，他们便聚在一起，共同研 

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达数年之久。阿多诺后来回忆道：“可以毫不

[1J Sec Stefan Muller-Doohm, A dorno: A Biography,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5, pp. 15-16,21.

[2] Richard Leppert, Întroducdon,** in Theodor W. Adorno, Essays on Music, trans. Susan H. Gillespi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13.



夸张地说，我要更多归功于这次阅读之旅，而不是我的那些学术老师。”111 

明白了阿多诺的早期训练，他后来能成为一代哲学大师也就不再奇怪。 

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许多人后来成就斐然，其实这成就在他的童年时 

代就已生根发芽。如果说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海明威所说的“不愉 

的童年” 15么，要想成为学者，他的早期训练却不能老是与“缺失

体验”相伴相随，而是必须丰富丰富再丰富。

现在我们不妨想想，假如阿多诺没有出生在钟鸣鼎食之家，房无一 

间，地无一垅，吃了上顿没下顿，是标准的贫雇农、穷小子，他还能有 

这么大出息吗？

第二，我要把阿多诺称作“流亡者”。

与 本 雅 明 （W alte r B e n ja m in) 申请教职被拒不同，阿多诺年纪轻轻便 

求 职 成 功 （1931),开始在法兰克福大学执教。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希特 

勒 上 台 （1933)，阿多诺也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他先去牛津的默顿学院 

(1934)当高级进修生 （advanced s tu d e n t) ,专心研究了一阵子胡塞尔，后 

来则远去美国（1938)，成为社会研究所的正式成员。直到 1949年，他才 

结束流亡生涯，重回法兰克福。而那时候，德国已一分为二，分属资本 

主义（联邦德国，即俗称的“西德”）和社会主义（民主德国，即俗称的“东 

德”）两个阵营了。

同样是流亡，本雅明流离失所，常常处在饥寒交迫之中，而阿多 

诺却生活稳定，衣食无忧，这要得益于社会研究所所长霍克海默（M ax 

H o rk h e im e r) 对他的接纳和关照。也正是因为远离战争，可以潜心思 

考，阿多诺才在流亡期间收获颇丰。1957年，他曾致信洛文塔尔（Leo 

L 6w e n th a l)，说 我 相 信 ，我在德国出版的东西有百分之九十写于美国。” w 1 2 3 4 *

译者导言！ 〇〇3

[1] Loren2 Jager, A dorno: A  Political Biography, trans. Stewart Spence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

[ 2 ]  萤衡巽编选：《海明威谈创作》，北京：生 活 •读 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 8 5页。

[ 3 ]  心理美学中有所谓 “缺失性体验” 和 “丰富性体验” 之分，参见童庆炳主编：（(现代心理 

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 113、1 2 7页，

[4] Martin Jay, Perm anent E xiles;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 igradon Bx)m Germany to A m elia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xsity Press, 1985, p, 41.



〇〇4 I 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论笔选

除了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收获，更重要的收获是他被流亡生活所锤炼出 

来的思想态度、价值立场、学术眼光和专业视角。萨 义 德 （ Edward W. 

Said) 在谈及“知识分子的流亡”时指出：“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 

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 

困境，一方面怀旧和多愁善感，一方面又是熟练的模仿者或秘密的被放 

逐者。” W能如此总结流亡者的处境，估计他已把阿多诺的经历考虑进来， 

因为随后，阿多诺就成了他重点讨论的例子： .

虽然阿多诺于1949年返回法兰克福，继续担任教授一职，但在 

美国的岁月却永远为他盖上了流亡者的戳记。他厌恶爵士乐和所有的 

大众文化，一点也不喜欢当地风景，似乎在生活方式上刻意维持他的 

保守风格；由于他是在马克思主义一黑格尔的哲学传统中长大的， 

所以美国的电影、工业、 日常生活习惯、基于事实的学问、实用主 

义，这些具有全球影响力中的每一项都触怒了他。自然，在阿多诺来 

到美国之前就非常倾向于成为一个玄学意义上的流亡者 （ m eta p h ysica l 

e x i le ) : 他对欧洲的布尔乔亚品味已极尽批判之能事，例如，他对音 

乐标准的设定依据的是勋伯格极箕艰深的作品，并断言这些作品注定 

曲高和寡，知音难觅。阿多诺所体现的悖论、反讽和无情的批判表 

明，他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憎恨所有的体系，无论是我们这边的还 

是他们那边的，他都一视同仁。对他来说，最虚假之处莫过于活在总 

体之中一 他曾经说过，整体是虚假的—— 他接着说，这更强调了下 

列事物的重要性：主体性、个人意识，以及在全面管理的社会（ to ta lly  

adm inistered so ciety ) 中无法被严加管制的东西〇

萨义德对流亡的分析是精湛的，但在他那里，流亡之于阿多诺基本 

上都是负面影响，此观点恐怕很难服众。我们不应该忘记，阿多诺曾写

[ 1 ]  [美]爱德华• w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〇1 2 年版，第 45 页。根据原文有改动。Edward W. Said, o f  th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4, p. 49.

[ 2 ]  同上书，第 50—51页。根据原文有改动。Ibid.,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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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在美国的学术经历》的长文，那既是回忆往事，也是反思自身。当他 

最 后 总 结 出 “去地方化”“获得了从外部看待文化的能力”（《在美国的 

学术经历》）111等收获时，我们便已获悉，美国经验确实塑造了他看问题 

的视角，参与了他思想的建构。正如阿多诺习惯于把一切事物都拽入二 

律背反的框架中加以思考一样，如何看待其流亡生活和美国经验也不例 

外。•也许1%多诺一直就很矛盾，因 为 “新世界”有许多新观念和新事物，

它们恰恰是那个“旧欧洲”所完全稀缺的，但严重的物化问题又让他意识 

到 ，美国并非流奶淌蜜的“应许之地M。当然，无论是负面影响还是正面 

启迪，都既成全了阿多诺的深刻，又丰富了“批判理论”的内容，却也是 

—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

. / 既 然 涉 及 “批判理论”，我们也就无法在第三个定位面前绕道而行： 

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最核心也最重要的成员。

..我在前面已提及霍克海默，而对于霍氏.，阿多诺曾有过一个有趣的 

评价一 “天生的流亡者” [21。何出此言？此话怎讲？我们知道，法兰克 

福的社会研究所成立于 1923年，首任所长格吕堡 （ Carl Griinberg)。1931 

年 ，霍克海默继任所长，随即便招兵买马，创 办 《社会研究杂志》，倡 

导 “批判理论”，.研究所从此也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维格斯豪斯说过， 

法兰克福学派后来之所以能被人称为“学派”，且阿多诺也笑纳了这个称 

谓 ，是因为它具有五个典型特征。其中的第二个特征，是需要“一个卡里 

斯玛型的思想名人” （ a charismatic intellectual personality)。这样，既是哲学 

家 又 是 “管理型学者” （ managerial scholar) 的霍克海默便成为理想人选。131 

而 作 为 “卡里斯玛型”人物，他 的 “超凡魅力”或许还体现在神机妙算 

和未雨绸缪上。希特勒刚一上台，他就意识到研究所已岌岌可危，因为 

他与他的部下大都是犹太人，他们又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于是准备流 

亡，选择流亡之地就成了霍克海默考虑的头等大事。在经过流亡日内瓦 1 2 3

[ 1 ]  引语凡出现在本书中者，笔者将不再详细作注，只随文标明篇目，下同。

[ 2 ]  [德 ] H .贡尼、R■林古特：《® 克海默传》，任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昶页，

[3] See Rolf Wiggershaus, T he Frankfurt School: Its History^ Theorie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trans. 

Michael Roberts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4, p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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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巴黎的暂时凑合后，他决定远赴重洋，果断选择了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

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相识于1922年，从此结下友谊，成为莫逆之交。 

霍克海默任所长后，阿多诺与研究所只是保持着交往，直到 1938年被霍 

克海默动员到美国，他才算是正式加盟人伙。在美期间，他们的主要合 

作成果自然是《启蒙辩证法》，但更重要的是，霍克海默欣赏阿多诺，阿 

多诺信赖霍克海默，他们同心协力，为打造“批判理论”立下了汗马功 

劳。“批判理论”当然是研究所成员共同努力的产物，但如果要论贡献， 

恐怕有百分之八十要记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头上。若再对这百分之 

八十做区分，前者估计能占百分之三十，后者却要占到百分之五十。克 

劳森说过：“正是在美国，批判理论才获得了它的最终形态。”1n 此言得之。 

但假如阿多诺没去美国，“批判理论”恐怕就郊寒岛瘦，远不是我们现在 

见到的这种样子了。

流亡结束后，马尔库塞（H erbert M arcuse) 和洛文塔尔等人都已扎根 

美国，只有阿多诺和波洛克（Friedrich P ollock) 追随霍克海默，返回了德 

国。阿多诺后来承认：“他是研究所成员中唯一的一个从未放弃过返回德 

国希望的人。” H 而这种返回既有母语的召唤（阿多诺曾把急于返回的原 

因归结为“语言” 151 )，同时也应该是在报答霍克海默的知遇之恩，因为 

霍克海默打道回府，最大的事情是要重建社会研究所，他需要得力的左 

膀右臂。后来霍克海默荣休，阿多诺继任所长（1958),也说明了前者对 

后者的绝对信认。 ：

“如果没有霍克海默和社会研究所，阿多诺会不会是他后来的这种样 

子?”2019年，当我面对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专家马丁 •杰伊教授时，曾问 

过他这样一个问题。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后来者如何看待一个人作为一个集体的代表的 1 2 3 *

[1] Detlev Claussen, T heodor W. Adorno： One Last Geniu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37.

[ 2 ]  [德】H .贡尼、凡林古特：《霜克海默传》，第 7 9页。 •

[3] Theodor W  Adorno, uOn the Question： *What is German ? in Critical M odels: 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t trans. Henry W Pickfo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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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霍克海默非常重要，他是把一切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是主要 

的组织人物，也有很多原创的想法。霍克海默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 

人，但阿多诺在今天已经超越了他，成了一个更重要的人物。在法 

兰克福大学被称为阿多诺广场（A d o m o p la t2) 的中央庭院中央，有一 

个玻璃盒子，里面放着阿多诺的书桌，周围是他作品中的文字。2003 

年，当他百岁冥诞时，法兰克福市把他打造成了一个伟大的市民偶 

像，成为城市挚爱之子，几乎可以和歌德相提并论。虽然霍克海默也 

被称为荣誉市民，但他的角色不那么突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 

理论与实践：以阿多诺为中心—— 马丁 •杰伊教授访谈录》） .

虽然杰伊教授并未正面答复我的问题，但其话里话外已透露出一个 

意思 :像阿多诺这种天才人物，即便没有霍克海默和社会研究所这个平 

台 /他也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这当然没什么问题，但我还是觉得， 

正如本雅明给阿多诺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一样，霍克海默对他的影响潜移 

默化，也不可低估。例如，早在 1937年，霍氏就写信提醒远在伦敦的阿 

多诺：“我请求您到社会研究所讲学时，要只讲科学，千万不要谈论什么 

政治。连像唯物主义这样的术语，也绝对要避免使用。”⑴由于客居他乡， 

处境不隹，霍克海默唯恐出言不慎给研究所带来麻烦，于是他处处小心 

谨慎。加上他说过“这个时代不需要额外的行动加以刺激。哲学决不能 

变成宣传，即使是为了最好的目的”，以此来表达他对“政治行动主义” 

(p o litica l activ ism) 的厌恶，^所以，这种理念和做派是不是也影响着阿多 

诺，以至于让他对政治既积极干预又敬而远之？也许，结合如下两个方 

面的描述，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才能更为充分。

于是第四，我们应该记住，阿多诺不仅是学者，而且还是一位公共 

知识分子。

[ 1 ]  [ 德 ] H .贡尼、R•林古特：《® 克海默传》，第 4 4 页。

[2] Max Horkheimer, Eclipse o f  Reasony New York, 1947, p. 184. Quoted in Martin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 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 f  Social Research I923~1950y London: 

University o 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 266.



作为阿多诺宽泛意义上的同龄人，生于 1905年的萨特便是一位典型 

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不仅写过鼓吹“介入”的文章，号召作家与学者占领 

大众传播媒介，而且还身体力行，.办 《现代》杂志，写时评短文，走上 

街头发表演讲，参加示威游行，散 发 《人民事业报》，在各种请愿书上签 

名，甚至成了签名冠军。与萨特相比，阿多诺似乎要更低调也更谨慎。 

他不想抛头露面，不愿成为大街上的知识分子；他对萨特常常是批而判 

之，对他的“介人文学”也颇有微词。如此风格和做派，常常会让人产生 

错觉：阿多诺是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作 为 “知识分 

子”，他是不是与“公共”无缘？

错了。有资料表明，从结束流亡一直到突然去世（1950—1969)，阿多 

诺参与过160多次广播节目，111也发表过许多报刊文章。英国社会家吉拉 

德•德兰蒂在论及阿多诺时指出：“他定义了一个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角 

色，他从事社会和文化分析，并在大学之外进行阐述，他的大量广播讲话 

和报纸文章、论笔和干预进入了德国的公共领域，便是证明。” pl似乎是为 

了强化自己所作所为的公共性，阿多诺干脆把自己的一本著作命名为《干 

预：九个批判模型》CEinĝ riffe: N e un iC ritfsd ie M ode也 1963〉。这也就是说，

虽然他反感萨特式的“介人”，却从未停止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干预”。

也正是因为这种“干预'他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才变得丰满起来。

那么，阿多诺的“干预”主要作用于哪个层面？还是这位德兰蒂曾 

如此归纳：“作为战后德国的公共知识分子，阿多诺的主要贡献是在去纳 

粹化方向上构建了一种批判话语。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笔（原本是 1959 

年 11月发表的演讲）—— 《接受过去意味着什么?》中，阿多诺攻击了阿 

登纳之德国（Adenauer’ s G erm any) 在有罪和赎罪中立化问题上的政治自 

满情绪。他提醒德国公众‘国家社会主义是存在的’，只不过以另一种不 

同的形式存在。他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在民主制度中的持续存在可能比在

008 I 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论笔选

[1} Henry W. Pickford, ^Preface/* in Theodor W. Adorno, C ritical M odels: In terven tion s and  

Catchwords^ p. viii.

[2] Gerard Delanty, 'T . W. Adorno as a Critical Intellectual in the Public Sphere: Between Marxism and 

Modeirdsm/’ in ed. David Bates 如d PoMcs， New York: PaJgmve Macmillan, 2007, p. 119.



译者导言丨〇〇9

法西斯倾向反民主中的持续存在更具潜在的威胁性’。” w 实际上，不仅仅 

是 “去纳粹化”，还有通过内在批评对社会现实矛盾的揭示，通过批判文 

化工业对甘愿上当受骗的民众的提醒，逋过促进政治民主“为政治启蒙尽 

绵薄之力”（《在美国的学术经历》），等等，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阿多诺 

“干预”的不同声部。如此看来；作为公共知识分子，阿多诺不仅是称职 

的，而且他还把这一角色扮演到几近完美的程度。

■ '然 而 ，君 特 •格 拉 斯 （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位作家）当 

年却写过一首名为《阿多诺的舌头》（“A d o rn o ’ s Tongue”）的讽刺诗， 

调侃阿多诺说嘴呱狐，尿床刷刷。121于是也就引出了第五个问题：阿多诺 

是不是一个“口头革命派”？

' '众所周知，发生在巴黎的“五月风暴”（1968)标志着西方世界的 

“文化大革命”走向高潮。受革命形势的影响，德国的学生运动也搞得 

热火朝天，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则成为造反学生的理论武器。这时候, 

阿多诺曾经的同事马尔库塞显得异常活跃，他频繁地往来于欧美之间， 

做演讲，发文章，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为这场运动撑腰打气。而相比 

之下，阿多诺则要显得更保守也更冷静。起初他对学生的态度还比较包 

容，但随着他与自己的“明星学生”克拉尔（Hans-J iirg e n K ra h l)发生争执， 

随着他叫来警察赶走了占领社会研究所的学生，致使包括克拉尔在内的 

76名学生被捕（1 % 9年 1月.7日）。这样，他也就完全站到了学生的对立 

面，人设崩塌，名誉扫地。于是他的言行被学生嘲笑，他的课堂被观众 

捣乱。一个最著名的事件发生在1969年 4 月 2 2日，那是新开课程“辩证 

思维导论”的第一课，千人大礼堂座无虚席，66岁的阿多诺走上讲台,。 

这时候，两位身材高大的男子—— 他 们 是 “社会主义德意志学生联盟” 

(S D S) 成员，隶属于所谓的皮夹克党（leather-jacket pa rty) ----开始闹事

[1] Gerard Delanty, <VT. W. Adorno as a Critical Intellectual in the Public Sphere: Between Marxism and 

Modernism,” in ed. David Bates* Marx/sm, ijnte//ectua/s anc/Po//t/cs» p. 1 2 6 .阿多诺引文出自：X  W. Adomo^

**What Does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Past Mean?**, trans. T, Bahd and G. Hartman, in ed. G. Hartman, 

Bitburg in M oral and Polidcal Perspecdvey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159

[2] See Lorenz Jager,/lc/om o： yl Polidcnl Biography^ pp. 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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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也走上讲台，逼使阿多诺自我批评，因为他叫来了警察，并对 

克拉尔提起了法律诉讼。伴 随 着 “打倒告密者! ”的呼喊声，一名学生在 

黑板上写下标语：“若阿多诺安然无恙，资本主义就绝不会寿终正寝。” 

许多听众看不下去了，他们嘘声四起，以此表达愤怒，却没有人出面制 

止肇事者。这时阿多诺提议，他将给大家五分钟时间考虑，看是否希望 

讲课继续进行。话音刚落，他就被三名身穿皮夹克的女学生围在中央。 

她们撒玫瑰花瓣，演情色哑剧，然后袒胸露乳，伸胳膊撂腿，试图靠近 

他并羞辱他。阿多诺大窘，顿时手忙脚乱，惊慌失措。他抓起帽子和外 

套，挥舞着公文包抵挡几下，便匆匆逃离了演讲大厅 。 w

这次事件对阿多诺的打击应该是很大的，因为随后他便在《南德意 

志报》上说出了他那句心痛之言：“当我建立自己的理论模型时，万没想 

到人们会用燃烧瓶去实现它。”H 而对学生运动更理性的反思则体现在他 

那 篇 《所 谓 “顺从”》的文章中，那是他对批判思想家为什么“敏于思而 

讷于行”的解释和辩护，也是对学生运动堕落为“伪行动”的反思与痛斥。 

在阿多诺看来，思考对于批判思想家最为重要，因为思考本身就是一种 

实践的形式。而正是因为被这样一种理念支撑，他在说出这样的句子时 

才斩钉截铁：“毫不妥协的批判思想家既不在自己的良心上签名画押，也 

不允许自己被吓得只能行动。”十年之后，洛文塔尔对这一问题则有了更 

为明确的反思，他 在 《批判思想本身就是充分的实践—— 阿多诺作为“拦 

路虎”》一文中写道：

■ 如果阿多诺和他的朋友们守过街垒，他们很可能就会在汉  

斯 •艾斯勒的一首革命歌曲中永垂不朽。但不妨想象一下，如果 

1849年或 18H 年马克思死在了街垒上，.那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不 

会有先进的心理学模型，当然也不会有批判理论了。极端激进的信徒 

们向他们的老师发出了拿起武器的呼吁—— 尽管他们的意图可能是合

[1] See Stefan Miiller-Doohm, A dorno: A Biography, p. 475.

[2] Quoted in D ie Siiddcutsche Zcitung (26-27 April 1969), p. 10. See Martin Jay, A dorno, ILondon: 

Fontana Paperbacks, 1984,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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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 但这仅产生了过激行为，其后果在新左派今天所处的困境中 

展现得淋漓尽致。……当激进政治变革的希望在我们这个时代或未来 

破灭时，批判理论很方便地成了许多年轻人的替罪羊。令它的创造者 

和实践者，尤其是令阿多诺感到巨大痛苦和悲哀的是，人们忘记了批 

判思想本身就是充分的实践。

明乎此，在给阿多诺扣上一顶“ 口头革命派”的帽子时可能就需要 

特别慎重。因为对于“行动”或 “实践”/ 我们原来的理解是必须“身 

体”出场，于是萨特的走上街头是行动，马尔库塞的奔走呼号也是行动。 

然而，在阿多诺与洛文塔尔的辩护下，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了。那么，这 

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以前对“思与行”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解得过于 

狭隘？

二阿多诺 的 伤 口

阿多诺写过一篇名为《海涅的伤口》的论笔文章，其实阿多诺也有 

伤口，这个伤口就是奥斯维辛。

一般认为，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是从“水晶之夜”（K ris ta lln a ch t/ 

R e ichspogrom nacht, —译 “碎玻璃之夜”）开始的。1938年 11月 9 日至 

1〇日凌晨, 德国全境的犹太教堂被焚烧和破坏，三万犹太人被捕并被送 

入集中营，史 称 “水晶之夜”。此后，有关大屠杀的消息便陆续出现在美 

国的主要报纸上。而至 1943年，第一份有关德国死亡集中营的报道也传 

至 美 国 起 初 ，阿多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是比较淡漠的，因为他只有 

一半犹太血统（他的父亲是被同化的犹太人，但其母亲不是)。然而，随 

着希特勒灭绝计划的推进，随着霍克海默把“反犹主义”列为研究所的研 

究规划之一，阿多诺的犹太意识也开始苏醒。马丁 •杰伊曾把“犹太人

[1] See Rolf Wiggershaus» T h e Frankfurt S chool: Its H istory, Theorie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p. 310. See also Rolf Tiedemann> u *Not the First Philosophy, but a Last O n e ': Notes on Adorno's Thought^ 

in Theodor W. Adorno, Can One Live a fter Auschwitz?: A Philosophical Readert p. xviii.



的自我认同”看作阿多诺的五个思想力场（force-field) 之一，并且指出了 

这样—个事实：“在阿多诺从纳粹德国流亡出来期间，以及在大屠杀真相 

大白之后的几年里，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犹太血统的真正影响。尤其是他 

于 1953年最终回到一个不愿正视和解决其‘无法掌控的过去 ’ （ umrnstered 

past) 的德国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影响实际上就几乎成了他的一块心 

病。” “阿多诺从大屠杀中汲取的主要教训是反犹主义与极权主义思维之间 

的联系。他现在开始明白，犹太人已被看作他者性、差异性和非同一性 

的最顽固堡垒，是 20世纪的极权主义极力要铲除的对象。.他严肃地总结 

道 ，‘奥斯维辛证实了纯碎的同一性即为死亡的哲学思想’。” W

于是，从 1941年开始，阿多诺与霍克海默频繁地讨论开了反莸主义 

的话题。阿多诺说：“反犹主义确实是今天的主要不义，我们的观相术形 

式必须关注它以最可怕面目呈现出的那个世界。” H 这是阿多诺给霍克海 

默 写 信 时 （1941年 10月 2 日）的说法，而用观相术的形式去关注反犹主 

义问题，进而关注艺术、文化等问题，实际上也预示了阿多诺后来的整

体研究路径。当然，讨论的重要成果是《启蒙辩证法》中有了这样一章内• , ' • .
容：《反犹主义要素：启蒙的界限》。而当他们写出“法西斯分子认为犹太 

人不是少数民族，而是敌对民族，这个民族本身体现着消极原则。世界 

的幸福依靠的是对这个种族的灭绝” PI之类的句子时，不仅意味着他们在 

希特勒灭亡之前就对法西斯主义的残暴与犹太民族的命运有了清醒的认 

识，而且也意味着从此往后，奥斯维辛将作为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象征符 

号深深嵌人阿多诺的思维框架中，成为他思考哲学、美学和文学艺术问 

题的重要参照物。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面对阿多诺时 

伊格尔顿会形成如下评论了 ： “对于阿多诺来说，身体所传达的信号首先 

不是快乐，而是痛苦。在奥斯维辛的阴影下，身体处在纯粹的肉体悲‘惨 

中，处在徒具人形的行尸走肉中，于是身体再一次闯入了哲学家的高雅

012 I 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论笔选

[1] Martin Jay, ylc/orno, pp. 19,20.

[2】 Rolf Wiggershaus, The Frankfurt School: Its History, Theorie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p. 309.

[3J Theodor W Adorno &c Max Horkheimer, D ialectic o f  Enlightenm ent, trans. John Cumming,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I n c , 1972, p. 137.



译者导言丨013

世界。” w 这也就是说，当阿多诺思考哲学等问题时，他不仅动用了自己 

的生命体验，而且还征用了自己的身体经验。 •

'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中，阿多诺开始把奥斯维辛挂在嘴边了。在 《文 

化批评与社会》（1951)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名句横空 

出世，它对许多人构成了刺激，以至于误解频繁，争议不断。为了平息 

这种纷争，阿多诺在《介人》（1962)中横插一笔，一方面不想缓和这一 

说法，另一方面又肯定恩岑斯伯格的反驳同样正确，这就为他后来把这 

一命题阐发成二律背反埋下了伏笔。而更有名的回应则来自《否定的辩证

法》（1966),因为阿多诺曾如此写道： •

• *• . • • -

经年累月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 

利尖叫一样。说奥斯维辛之后你不能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但 

提出一个.不怎么文化的问题却不能说错：奥斯维辛之后你是否还能继 

续活下去，特别是那种偶然逃脱的人、那种依法本应被处死的人，他 

们还能否继续活下去？他的幸存需要冷漠，亦即资产阶级主观性的基 

未原则，没有这一原则也许就不会有奥斯维辛；这就是那种被赦免者 

的巨大罪过。通过赎罪，他将受到梦的折磨，梦到他根本不再活着， 

'他在 1944年就被送进焚尸炉里了，他的整个存在一直都是虚构的， 

是一个二十年前就被杀掉的人的荒唐心愿的流淌。 H

’ 这个段落曾让许多人长舒一口气，把心放回了肚子里，因为他们觉 

得阿多诺知错便改，幡然悔悟，“收回”了此前抛出的那个命题。然而实 

际上，就在阿多诺写作《否定的辩证法》期间，他也同时开设着一门“形 

而上学：概念与诸问题”的课程，当讲到第14讲 “对自我的清算” （“ The 

L iq u id a tio n o f the Self%  15 Ju ly 1965)时，他又开始谈论奥斯维辛了。他说， 

与奥斯维辛集中营这种社会性灾难相比，里斯本大地震的自然灾难绝对

[1] Terry Eagleton, T he Id eology  o f  theA esthedc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0, pt 343.

[2] Theodor W. Adorno, N cgndve Dialectics^ trans. E . B. Ashton, London and New York: Taylor & 

F n m cise -L ib tary d O C H .p p .M M ei中译文参见 [ 德 ] 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 , 张峰译，重庆：重 

庆出版社 1 9 9 3年版，第 3 6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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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巫见大巫。于是在今天，人们自然而然地走向生命终点，与死亡和 

解 ，已变得不再可能。他又说，就在这种对自我的清算中，不但最深奥 

的形而上学问题得以掩盖—— 自我不过是在为社会罪责买单；而且自我 

也进人二律背反的处境之中：一方面是个人被贬低为微不足道之物，另 

一方面是个人除了这个活着的原子化自我之外而不再拥有任何东西。他 

还说，奥斯维辛之后能否写诗同样也是一个二律背反命题，因为“不能写 

诗”和 “必须写诗”都有其道理。而实际上，哲学反思正是存在于这两种 

截然对立的可能性之间。与这一命题相比，.奥斯维辛之后人们是否还能 

活下去是更值得认真对待的形而上学问题。如此看来，就在阿多诺把所 

谓 “收回”写进书里时，他也在课堂上大谈特谈“不能写诗”和 “必须写诗” 

的二律背反问题。所以，仅仅谈论“收回”是不全面的，因为书中说法和 

课堂谈论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它们都值得认真对待。只不过因课堂讲 

稿许多年之后才被整理面世，致使人们认识这一问题的进程大大延误， 

以至于直到今天，许多人对这一命题的理解依然停留在“收回”阶段。

其实，即便没见过这个课堂实录，我们也不该单单守着“收回”浮 

想联翩，因为在《艺术是欢悦的吗?》（1967) —文中，阿多诺还有如下 

说法：“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不再可能的那个说法并不绝对成立，但可以肯 

定的是，奥斯维辛之后欢悦的艺术不再是可以想象的了，因为奥斯维辛 

已经发生了，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然可能发生。”在这里，阿多诺只 

是主动后撤一步，却根本不涉及所谓“收回”。而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 

奥斯维辛并未走远，二是因为奥斯维辛依然阴魂不散，它很可能会以其 

他的悲剧形式再度降临。于是，不断念叨千万不要忘记奥斯维辛，不断 

提醒千万不可高枕无忧睡大觉，就成为阿多诺的职责所在。而这种责任 

与担当又在《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1966) —文中体现得淋腐尽致。因 

为在阿多诺看来，奥斯维辛是人类倒退到野蛮状态的一种表现，而在今 

天，原子弹的发明则与种族灭绝有着同样的历史背景。因此，奥斯维辛 

之后的教育首先涉及儿童教育，其次关乎普遍的启蒙，因为它们都能有 

效防止奥斯维辛再次发生，而鼓吹所谓的“约束”并无多少效果。由于 

威权与野蛮同频共振，杀人狂如希姆莱、霍斯和艾希曼等人都具有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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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性格，所以，为防止奥斯维辛重演，弄清楚操纵型性格产生的条件并 

且改变这些条件是必要的。同时，教育也要使“恐惧”不被压抑，使 “坚 

强”不被灌输，因为教育人们“坚忍不拔”，即意味着对痛苦本身的绝对 

冷漠；而冷漠则意昧着爱的缺失，意味着物化意识的蔓延，意味着奥斯 

维辛的再次发生有了肥田沃土。总之，让奥斯维辛不再发生，这是对所 

有教育提出的首要要求。 •

，当阿多诺如此不依不饶地谈论着奥斯维辛时，一方面说明他的伤 

口从来就没有愈合，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一直都没 

有停止发声。我甚至觉得，他的那些谈论文学艺术、批判大众文化的文 

章，也大都具有“压在纸背的心情”一 法西斯主义必须警惕，奥斯维辛 

不再重演。可以说，阿多诺的“批判诗学”之所以风清骨峻，气势如虹， 

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了这种“心情”。

'当 然 ，所有这一切，离开了阿多诺所倡导的论笔和论笔体又无所附 

丽。于是接下来，我们便需要回答：何谓论笔？论笔好读吗？

三 “阿多诺的许多段落连我都读不懂”

凡是读过阿多诺著作文章的人，无论他读的k德语原文、英译文还 

是汉译文，都会直呼其难—— 语言难，文笔难，阅读难，翻译难，理解 

难，吃透更难。这些难加在一起，自然也就难于上青天了。最早有此感 

受的或许是他的社会研究所同事马尔库塞。一方面，他对阿多诺赞不绝 

口 ： “我只能称他为天才，因为……我从未见到任何一个人能像他那样， 

同时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音乐的领域里纵横驰骋、挥洒自如。…… 

而且此公谈锋犀利，出口成章，录下即可付印。”ni但另一方面，在回应 

“你刚才说他是天才。而我却读不懂他的书”（访谈者麦基的说法）时， 

他 却 “坦白地说，阿道尔诺的许多段落连我都读不懂”121。从此往后，“读

[ 1 ]  [英 ]布莱恩 •麦基编：《思想家—— 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周穗明、翁寒松译，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卯7年版，第 <57页。

[ 2 ]  同上书，第 7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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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或 “不可译”似乎就成为阅读和翻译阿多诺的一个重要标签。例如， 

塞缪尔•韦伯是把阿多诺著作译成英文的第一人，他先把《棱镜》的 “译 

者前目”取 名 为 《译不可译之书》 （ “ Translating the U ntranslatable”，亦可 

意译为《天书的移译》），然后指出：“如果阿多诺确实是可译的—— 当然 

这绝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 那也是由于他的不可译性。从头至尾，塑 

造阿多诺句子、格言、论笔、著作的东西是那种无解的张力，它源于并 

见证了形式与内容、语言与意义之间和谐结合的不可能……阿多诺的不 

可译性是他最深刻、最残酷的真理。” 111这很可能是阿多诺“不可译”的 

最早说法，而更有名的说法或许是来自《否定的辩证法》的英译者E .B . 

阿什顿，他 在 《英译者按语》中开宗明义道： -

首先我得承认，这本书使我违反了我认为哲学翻译者须遵循的 

“头号”规则：在你自认为弄懂作者的每句话尤其是每个词的意思之 

后再去翻译。我是不知不觉走到这一步的。我曾读过这本书的德文 

版，虽然读得不太认真，但对它的论题绝非毫无把握。我清楚地记得 

它在精美散文（polished p ro se) 中传达的主旨，而且似乎是很容易翻 

译的。事实证明也是如此，不仅是因为特奥多尔•阿多诺的大部分哲 

学词汇都用拉丁语或希腊语做主干，而且在英语和德语中也完全相 

同。他的句法几乎不需要像康德以来的大多数哲学家那样弄清理顺；

他不像他们那样沉迷于造词；而且他使用的新词也很少借自于英语。

翻译之初，让我不时感到纳闷的是：后面的句子与前面的句子 

'以及更前面的句子究竟关系几何。而其他读者也说体会相同，可阿多 

诺在其序言中承诺，起初看起来令人费解之处稍后会得以澄清。而且 

我觉得，我没有误译其语句。他的句子很清楚，词汇（也就是他自己 

的词汇；对于他对别人词汇的讨论则另当别论）也毫不含糊，其英文 

对应词则毋庸置疑。我步履维艰，继续前行，完全忽略了我的“头号” 

规则。

[1] Samuel M. Weber, 'Translating the Untranslatable," in Theodor W. Adorno, Prisms, trans. Samuel 

and Shicrry Weber,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1, pp.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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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解之谜却堆积如山。我发现自己虽然翻译了整个书稿，却 

没有看出它们是如何从最初的论据导向结论的。我准备把此书视为不 

可译之作—— 对我来说，至少是如此一这使我想起我最喜欢的一位• 

译者的故事：他受托翻译一本书，当他被问及是否有机会读过这本书 

.时，他答曰：“我没读，我译了汐

这里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二：其一是阿什顿把《否定的辩证法》看成“精 

美散文”, 很容易令人想起塞缪尔•韦伯对阿多诺文章的类似说法：哲学 

散 文 （p h ilo so p h ica l p ro se)，_ 121这很可能是英语世界对其文体属性的最早定 

位。其二，阿什顿对阿多诺之难、之困惑、之不可译的坦诚之言，以及 

“我没读，我译了”之类的调侃之词，可谓道出了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译 

者的心声，_因为我在翻译阿多诺时也常常大惑不解：“后面的句子与前面 

的句子以及更前面的句子究竟关系几何”。而更有意思的是，由于译事之 

难超乎想象，甚至连国内个别德语资深译者（同时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研究 

专家）都萌生了远离阿‘多诺的退意，原因在于，该译者在翻译阿多诺时不 

仅切身体会到了阿多诺的不可译，而且甚至立下誓言：以后要对阿多诺 

敬而远之，轻易不再去译他之作品。然而，更年轻的学者却不得不与阿 

多诺较劲，只是较劲的结果同样也是创伤满满，因为阿多诺“太难”。例 

如 ，姚云帆就曾说过：“作为一个法兰克福学派研究者，我基本不愿意阅 

读阿多诺的著作，因为太难了。这个难度不仅在于其思想的深刻，还有 

其语言的艰难。我的同事、华东师范大学黄金城教授已经苦译阿多诺《审 

美理论》数年，对他繁难诘屈的德语啧啧抱怨，但 ‘爱之深，怨之切’， 

越抱怨越不肯撒手。我的朋友胡春春博士德语极好，他也认为阿多诺的 

德语极为晦涩，胡博士约略言道，阿多诺不仅在写作中应用这种艰深准 

确的风格，而且在公开讲演中也使用这种风格，以至于听众只有在其最

[1】 E. B. Ashton, ‘Translator’s Note/’ in Theodor W. Adorno, NcgaaVe D/rt/cctfcs, pu ix•中译文参见 

e . a 阿什顿：《英译者按语》，载 [ 德 】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第 i 页。

[2] Samuel M. Weber, **Translating the Untranslatable,** in Theodor W  Adorno, Prism s,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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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动词说出时，才能听懂他的长句。” 11]这是我看到的年轻一代国内 

学者关于阿多诺之难的明确说法。而且我可以预言，以后只要依然有愿 

意与阿多诺较劲者，这 种 “读不懂”和 “不可译”之难就会一代代地延续 

下去，直到永远。

但是，阿多诺为什么就“读不懂”和 “不可译”昵？阿多诺之难究 

竟应该从何说起？

四 思 想 之 难 ，难在何处

首先当然是思想之难，而这种思想，除了阿多诺本人把它打造得高 

深莫测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背后还站着许多思想者，他们都不同程 

度地参与了阿多诺的思想建设，也构成了助推阿多诺思想的强大阵容。 

于是，阿什顿的说法再一次成为我们无法绕过去的不刊之论：

为了细而又细地追踪阿多诺的思想线索，你需要近乎完美地了 

解康德，完美地了解黑格尔，并且发自内心地了解马克思一恩格 

斯—— 而不仅仅是“记住” 了事。.只有当这本书中的语句让你抽搐 

( tw itc h ) 得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奠基之父造成的效果时，你才能与阿 

多诺一起思考。 ‘ '

此外，你还应该对来自各领域的现代人物了如指掌，哲学家如 

柏格森、胡塞尔、席勒、瓦尔特 •本雅明（其作品选最近出了英文 

版，他可能是阿多诺无条件钦佩的对象之一），还有杰出的社会学家 

和精神病学家，开创性的诗人（贝克特）和作曲家（勋伯格一 -阿 

多诺不仅是一个哲学家，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博学的音乐学家之 

―)。而且，你至少还应该听说过维也纳的卡尔.克劳斯，他知识渊 

博，文学全能（jack-o f-a ll-lite ra ry-tta de s)，其影响力在“一战”后覆盖

[ 1 ] 姚云帆：《姚云帆读〈新音乐的哲学> |辩证的音乐史和新音乐的辩证法》，《澎湃新闻 •上  

海书评》2〇23 年 5 月 10 日 ’ https://wwwthepapcr.cn/newsDetail_forward_23016172,访问.日期 2023 年 

5 月 1 1 日。

https://wwwthepapcr.cn/newsDetail_forward_23016172,%e8%ae%bf%e9%97%ae.%e6%97%a5%e6%9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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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整个德语地区，并 在 “二战”后再度流行。111

这是阿什顿告诉读者为读懂《否定的辩证法》所需要的知识储备， 

而实际上，这样一种储备也同样适用于阅读《新音乐的哲学》《美学理论》 

等高头讲章和《棱镜》《文学笔记》中的诸多论笔。只不过与前者相比， 

要读懂后者，读者恐怕需要更宽阔的知识面，也需要对更多的作家、'艺 

术家和思想家心中有数。例如，布莱希特、萨特、海德格尔等人是阿多 

诺始终致力于批判的人物，他们的思想显然也从反方向丰富了阿多诺的 

思考。如果对这些人的作品和思想知之不多或一无所知，阿多诺的话语 

有时就无法被有效理解/其思考的深度也会被大打折扣。我们知道，《本 

真性的黑话》是阿多诺向海德格尔公开叫板的批判之作，但除此之外， 

阿多诺对海氏明里暗里的批判和点名不点名的清算其实贯穿在他为数不 

少的著作文章中，一旦我们缺少这个意识，便会与阿多诺的思考失之交 

臂。比如，《论笔即形式》重点是在谈论论笔的文体属性（断片式写作)、 

思 维 特 征 （非同一性思考)、审美原则（审美自主性）和批判路径（内在 

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仿佛温柔敦厚，但实际上却锋芒毕露，且常常处 

于 “擦枪走火”的状态。当阿多诺在谈论艺术与科学相分离的观点时，突 

然对原始言说（u rtiim lic h e S a g e n) 和 原 始 性 （U rtiim lic h k e it) 的村野狡诈 

批而判之，因为他认为，这种哲学中的美学元素“也仅仅由打过折扣的、 

二手的追忆与怀旧所组成”；而 “语言超越意义的勃勃野心以无意义告 

终”，因 为 “从形象与概念相互施加给对方的暴力中催生了 ‘本真性的黑 

话 ’，其中语词随情感而律动，同时却又对感动它们的东西默不作声”。 

假如我们对“本真性”“原始性” “语言是存在之家”这套海氏“黑话”不 

熟悉，不敏感，读到这里就会一头雾水。实际情况是，阿多诺在这里已 

经搂草打兔子—— 开始捎带着批判开海德格尔了。可以说，见缝插针， 

不放过任何一个批判机会，这正是阿多诺写作的特点之一。

由于阿什顿提到了本雅明，我们也不妨对阿-本之交略作交代。阿

[1] E. B. Ashton, ‘̂Translator’s Note*’’ in Theodor W. Adomo* N a tiv e Dia/eca’cs， {x xii•中译文参见 

E .B.阿什顿：《英译者按语》, 载 [德 ]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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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顿把本雅明看作“阿多诺无条件钦佩的对象之一”，此断言既能说明部 

分 问 题 （其实还是有条件的，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阿多诺对本雅明那种 

疾言厉色的批评了），也能让我们意识到本雅明在阿多诺心目中的重要位 

置。实际的情况应该是，自从阿多诺与本雅明在1923年相遇之后，后者 

就开始对前者产生影响。而随着阿多诺读过《德意志悲悼剧的起源》，本 

雅明更是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启迪，以至于他那篇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就职 

论 文 一 《哲学的现实性》（1931)—— 多处可以看到本雅明思想的影子， 

以至于本雅明都对他的“暗 引 '或 “文本盗猎”提出了抗议—— 在罗列了 

阿多诺文稿中的一个句子（“科学的任务111不是探索隐匿的和存在的5见实 

意图，而是阐释无意图的现实，其方法是借助对孤立的现实元素的形象 

和意象建构，以消解科学的任务这个问题”）之后本雅明指出：“这句话 

我愿意署我的名字。可是要写这句话，就不能不提‘巴洛克’这本书的导

论，我在那里已经表达了这一—— 显然的，从相对和谦逊的意义上来讲• ' . \
的一 -新思想。就我而言，我肯定会提‘巴洛克’这本书。毋庸赘言：假 

如我是您，更不会不提它。” H 而从此往后，本雅明的幽灵便在阿多诺的 

著作文章中“五里一徘徊”了。这也就是说, 假如我们对本雅明只是略知 

皮毛，自然也就无法在一些关键的思想节点上理解阿多诺的挪用、化用 

和创造性转化。 - • • •.

但所有这些还不是我们“读不懂”阿多诺的重点，重点在于，许多 

人著书立说是心中有读者的，亦即他所有的论证、’引用、阐释等等都以 

读者好阅读、易理解为鹄的，此所谓“读者中心论”。而阿多诺却是一个 

绝对的“作者中心论”者，在他的想象中，读他书的人即便不像他那样才 

髙八斗、学富五车，至少才学也该是有四斗三车的，于是，深人深出而 

非深人浅出、“提高”而 非 “普及”便成为其为文的基本路数，引用不给

[ 1 ]  阿多诺发表的演讲稿原文不是“科学的任务”，而 是 “哲学的任务 ” （ Aufgabeder 

Philosophie), 其 他 地 方 本 雅 明 都 准 殚 地 复 述 了 原 文 ， Theodor W Adorno, “Die AktualitSt der 

Philosophic," in: C esam m elte Schdften : P hilosophic Fruhschriften, Bd. 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3, S. 335.

[ 2 ]  [德〗西奥多•阿多诺、瓦尔特•本雅明：《友谊的辩证法：阿多诺、本雅明通信集1928—  

1940》，刘楠楠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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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用典不问“隔”与 “不隔”、阐释不交代具体语境等等，.又成为其 

著书的主打风格。如此这般之后，阿什顿所指出的“问题”便在阿多诺的 

著作文章中纷至沓来：“书中充斥着这样那样的典故，以及对那些被认为 

是熟悉之人的著名和不那么著名的引语的释义。阿多诺有几种处理这些 

问题的方法。原文可能会在正文或脚注中被充分引用，而平行处则留给 

读者自行理解。或者是只提一下作者（尤其是现代作者）名字，.从而假定 

读者对他们足够熟悉，以至对这里提到的其作品的特定线索或方面不难 

理解。但有时，连这些辅助性提示也会被悉数省略，而是假定无论谁去 

读 《否定的辩证法》，都会立即记住材料出处。” 111这也就是说，凡读阿多 

诺著作文章者，除了有一副好身手外，还得有一个好脑子，否则他就会 

诠阿多诺的文本面前晕菜抓瞎。

因此，.要想成为阿多诺的称职译者，吃透其正文大字或许只是落实 

了三分之二的问题，还有三分之一的问题需要译者通过注释小字加以解 

决。例如，为 了 使 《批判模型》一书能顺畅走向英语读者，英译者皮克福 

德 （H e n ry W  P ic k fc rd ) 对书中之文加注不少，《一个欧洲学者在美国的学 

术经历》甚至加至 80个注释。 又如\ 技术的面纱”是阿多诺自己发明，. 飞 . •

并使用的重要概念，但他在许多文章中拿来就用，不作解释，于是皮克

福德只好在《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一文的使用处加注道：
- - • • . . . .

“技术的面纱”正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最初设想的那样，是 “技 

术作为一个整体，连同其背后的资本，对每一个个体事物行使的过度 

权力”，因此，由大规模生产制造和由大规模广告操纵的商品世界， 

'与现实本身等同起来：“通过忠实复制其施展的法术，现实成为它自 

. 己的意识形态。科技的面纱和积极的神话是这么编织起来的。如果现

实成为一个形象，亦即特殊性相当于整体就像一辆福特汽车相当于所 

有相同范围的其他汽车一样，那么从另一方面看，这个形象也就变成

ft] E* B. Ashton, ‘'Translator’s N ote/’ in Theodor W Adomo* p* xil 中译文参见

E.B.阿什顿：《英译者按语》，载 【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 第4一5页。

[2] Cf. Theodor W. Adorno, C riaad  M odels: 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 pp. 368-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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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直 接 的 现 实 ......

假如没有这个注释，读者读到这里准会云里雾里，而一旦作注于  

此，天堑也就变为通途。如此看来，要想成为阿多诺的好读者，首先需 

要成为其文本的好的译注者。但如此要求，恐怕只有阿多诺研究专家才 

能胜此重任，普通读者是不可能有相应的知识储备和理解水平的。既如 

此，“读不懂”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五 随 笔 /论笔溯源

实际上，思想之难只是其中的一个面向，更值得讨论的是文笔/ 文 

体 / 文风之难。这很可能是让所有阿多诺的读者都大挠其头的最大难点。

如前所述，当韦伯与阿什顿把阿多诺的著作文章看作“哲学散文” 

或 “精美散文”时，这种定位虽有其道理，但并不十分准确。其实，早 

在 1931年阿多诺发表就职演讲时，他就曾树雄心、立壮志，要 “把第一 

哲学转换成哲学论笔体（pM osophischer Essayismus) ” [11。于是论笔便成 

为他后来精心打造的文章体制，论笔体也成为他孜孜以求的文体风格。

但为什么阿多诺要如此行事？这又需要从头说起。

我们知道，西方世界的随笔文体首先是由蒙田开创的，根据让 •斯  

塔罗宾斯基的词源学梳理，随 笔 （unessa i) 作为一个名词，’“原义为实验、 

试验、检验、试用、考验、分析、尝试等，转义为短评、评论、论文、 

随笔、漫笔、小品文等”。而蒙田把其著作取名为《随笔集》CEssa/s ) , 则 

有深意存焉。接着，随 着 《随笔集》被翻译出去，在他国开花结果者渐 

多，于是便有了培根开创的英国随笔传统，也有了莱布尼茨开创的德国 

传统。后来，由于随笔中“论”的因素开始增多，其内容尽管严肃甚至可 

能枯燥，“而其文体则都是灵活雅洁、引人入胜的，毫无高头讲章、正襟 

危坐的酸腐之气。18世纪的思想家狄德罗说：‘我喜欢随笔更甚于论文，

[1] Theodor W  Adorno, **Die Aktualitat der Philosophic,17 in: Gesammelce Schriften: P hJlosophische 

Fnihscludfieny Bd. 1, S.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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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笔中，作者给我某些几乎是孤立的天才的思想，而在论文中，这些 

珍贵的萌芽被一大堆老生常谈闷死了。’生动灵活与枯燥烦闷，这是我们 

在随笔与论文的对比中经常见到的现象”。于是斯塔罗宾斯基如此定义随 

笔 ： 随笔，既是一种新事物，同时又是一种论文，一种推理，可能是片 

面的，但是推到了极致，尽管过去它有一种贬义的内涵，例如肤浅、业 

余等，不过这并不便蒙田感到扫兴。……这是一种既谦虚谨慎又雄心勃勃 

的文学体裁。” w

如此看来，试验应该是随笔的基本含义，而灵动则是随笔文体的基 

本特征。也正因此，朱光潜认为“E SSay”译作“小品文”并不能曲尽其妙， 

“或许较恰当的译名是‘试笔’，凡是一时兴到，偶书所见的文字都可以 

叫 做 ‘试笔’。这一类文字在西方有时是发挥思想，有时是抒写情趣，也 

有时是叙述故事。中 文 的 ‘小品文’似乎义涵较广” 0 。而验之于蒙田之 

写作，其随笔确实名符其实，因为他是在“用他的手、用他的感觉来试验 

‘世界’ ”。而 “‘用手思想’是他的格言，永远要把‘沉思’生活和.‘塑 

造 ’生活结合起来”则是其信条。p]正是基于这种信条和格言，他才把《随 

笔集》“试验”得活色生香：

《随笔集》凡三卷，107篇，长短不一，长可十万言，短则千把 

字。.内容包罗万象，理、事、情倶备，大至社会人生，小则草木鱼 

虫，远至新大陆，近则小书房，.但无处不有“我”在；写法上是随意 

-挥洒，信马由缰，旁征博引，汪洋恣肆，但无处不流露出我的“真性 

情”。那是一种真正的谈话，娓娓然，侃侃然，俨然一博览群书又谈 

锋极健的人与你促膝闲话，作竟日谈，有时话是长了点，扯得远了 

点，.但绝不枯燥，绝不谋财害命般地浪费你的时间。就是在这种如行

[1] 郭宏安先生著有《从闽读到批评〉> — 书，其中第八章是《让 •斯塔罗宾斯基论“随笔” 》 , 

以上所引，便出自该书该章。郭宏安；《从阅读到批评：“ 日内瓦学派” 的批评方法论初探》，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年版，第 1 2 386、288、2 9 0页。

[2] 朱光潜：《论小品文（一封公开信）—— 给 〈天地人> 编辑徐先生》，《朱光潜全集》第 3 卷，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 4 2 8页。

[3] 郭宏安：《从阅读到批评：“ 日内瓦学派” 的批评方法论初探》，第 2« 、2犯页。



云流水般的叙述中，蒙田谈自己，谈他人，谈社会，谈历史，谈政 

治，谈思想，谈宗教，谈教育，谈友谊，谈爱情，谈有关人类的一  

切，表现出一个关心世事的隐逸之士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忧虑和思考。 

所以，让 .斯塔罗宾斯基说：“在蒙田的随笔中，'内在思考的演练和 

外在真实的审察是不可分割的。在接触到重大的道德问题、聆听经典 

作家的警句、面对现时世界的分裂之后，在试图与人沟通他的思索的 

时候，他才发现他与他的书是共存的，他给予他自己一种间接的表 

现，这只需要补充和丰富：我自己是这部书的材料。”（11

这是郭宏安先生对《随笔集》的概括。它既涉及内容，也涉及形式（写 

法），可谓提纲挈领，全面细致，笔者已无须再画蛇添足。而我之所以在 

这里大谈蒙田，是因为只有了解了随笔始祖的文章做法，才能够意识到 

阿多诺所谈的论笔和他亲自实践的论笔与这一法国传统有何异同。大体  

而言’其相同者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如前所述，蒙田的随笔是在做试验，阿多诺对这一点应该没 

有任何异议，因为他说过 : “Versuch (尝试或论笔）这个词语，其中思  

想乌托邦的中的之处，关联着它自身的易错性意识与临时性特征。…… 

Versuch并非有条不紊地进行，而是具有一种意欲在暗中摸索的特征。”为 

了强化这一点，傲慢的阿多诺不惜引用其后学马克斯•本泽之言，甚至 

对其论述视同己出：“论笔把自己与学术论文区分开来。用论笔体写作者 

其实是一个进行实验的创作者，他把写作对象颠来倒去，质询它、感受  

它、测试它、彻底反思它、从不同的角度攻击它，用其心灵之眼捜集他 

之所见，然后在写作过程创造的条件下，把写作对象让他看到的东西诉 

诸笔端。”（二）在斯塔罗宾斯基看来，蒙田所创造的随笔“是一种既谦虚 

谨慎又雄心勃勃的文学体裁”。阿多诺对此也有同感，因为他引卢卡奇的 

话说，当蒙田把其作品命名为“随笔”时，w这个词易解好懂的谦卑背后 

是一种高傲的骑士风度”。（三）在蒙田那里，“信马由缰，汪洋恣肆”是 

其主打风格，阿多诺也非常欣赏随笔的这种洒脱：“于论笔而言，运气与

024 I. 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论笔选

【1 ] 郭宏安：《从阅读到批评：“日内瓦学派” 的批评方法论初探》，第 2 9 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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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至关重要。它并非从亚当与夏娃那里起步，而是始于它想谈论的问 

题；它在灵光乍现时开始言说，在无话可说时骏马收缰，而并非完全穷 

尽其所谈主题。因此，论笔被归类为瞎胡闹。”（四）斯塔罗宾斯基琢磨 

了一番蒙田后指出：“随笔是最自由的文体”，“其条件和赌注是精神的自 

由”。阿多诺则断言：“论笔在德国遇阻，是因为它唤醒了精神自由。”（以 

上所引阿多诺语，皆出自〈(论笔即形式》）而追求精神自由，应该是阿多 

诺赋予论笔的最重要品质。以上所及，都意味着阿多诺的论笔与蒙田随 

笔的法国传统是一奶同胞，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姊妹文体。因此，于阿 

多诺而言，他之经营论笔绝不是白手起家，因为在他之前已站着无数随 

笔高手，论笔达人，他们都是阿多诺追模的榜样。

但所有这些，并不能掩盖阿多诺所谓论笔的与众不同之处。据马 

克 斯 •本 泽 梳 理 ，论笔的德国传统始于莱布尼茨，后途经莱辛、赫尔 

德、弗里德里希 •施莱格尔、狄尔泰、尼采，以及西班牙出生的奥尔 

特 加 • 伊 • 加 塞 特 （O rte g a y G asse t) 等人发展壮大。[11在德国传统中， 

阿多诺的论笔观及其论笔实践究竟受到了哪些人的影响，这是一个值 

得专门研究的问题，但至少，尼釆的论说与格言体对他影响不小。而 

在同代人中，与彳也私交甚笃的本雅明则无疑让他深受启发，因为在专 

论本雅明的文章中，阿多诺特别梳理和分析了本雅明的论笔与弗•施 

莱格尔和诺瓦利斯之断片形式的内在关联12]，并如此夸赞道：“论笔作 

为一种形式，在于能够把历史要素、客观精神的显现、‘文化’仿佛看 

作是自然的。就此能力而言，本雅明出类拔萃，世人无出其右。” [5]于 

是前有尼采，后有本雅明，他们的论笔理念和为文风格都让阿多诺获 

益匪浅。

那么，又该如何看待阿多诺的论笔体和论笔观呢？

【1] Max Bensq “On the Essay and Its Prose，” trans. Eugene Sampson， in eds. Cad H. Klaus and Ned 

Stuckey-French, Essayists on the E ssap  M ontaigne to Our Ti/ne, Iowa City: University o f Press, 2012, 

pp. 72-73.

[2] Theodor W. Adorno, **Introduction to Benjamin's Schriften** in N otes to  Uterature^ Vol. T\\x>» 

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22-223.

[3] Theodor W  Adomo, **A Portrait o f Walter Benjamin,** in Pdsm sf pp, 233>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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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哲学论笔化与论笔哲学化

首先，阿多诺变原先的叙论结合为一论到底。

无论是蒙田开创的法国传统还是培根开创的英国传统，叙论结合都  

是随笔展开的操作手法。“我属于最不会悲伤的人了，尽管大家众口一词 

都对这种感情格外垂青，我既不喜欢也不推崇。” W这是蒙田随笔《论悲伤》 

的开头句，也是其行文运笔的主打写法：拿 “我”说事，先 “叙”我之经 

验、观察、情感等等，然后带出所“论”之题，所 “议”之事，由此展开 

叙与论的互动与碰撞，直到撞出火花，碰出哲理警句方才罢休。职是之  

故 ，只论不叙应该是早期随笔的一大忌讳。盖因如此，厨川白村才说：

“也算是文艺作品之一体的这essay, 并不是议论呀论说呀似的麻烦类的东 

西。”他甚至如此归纳随笔作法：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 

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 

上的东西，就是 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 

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既有 hu m o r (滑稽），也★ p a th o s (感  

愤)。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 

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 

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

在 essay, 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

的色采，浓厚地表现出来。... 有一个学者，所以，评这文体，说 ，

是将诗歌中的抒情诗，行以散文的东西。倘没有作者这人的神情浮动 

者，就无聊。作为自己告白的文学，用这体裁是最为便当的。 PI

如此看来，这种随笔是“有我”的随笔，是有所叙之“琐事”的随笔，

[ 1 ]  [ 法 I 米歇尔 •德 •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 1 卷，马振骋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年版，第 4 页„

[ 2 ]  【日I 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8 8年 

版，第 113— 1 1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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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让人读起来“头痛”的随笔，所谓事、情、理缺一不可。然而随笔发 

展下来，却并没有循此规矩，一往无前，而是所“论”增多，渐成主流。 

斯塔罗宾斯基指出，1688年，哲学家洛克发表《论人类的理解力》，这个 

“‘论’字就是用的 essay (随笔) ” 一词。这意味着随笔文体已非蒙田那 

种冲动随意的散文”，而是要谈论“一种新的思想”，对所论问题有独特 

阐释。此后伏尔泰发表历史著作《论风俗》（1756),柏格森命名其哲学著 

作 《论意识的直接材料》（1889), “论”字用的都是“esSa i”。 而到阿多 

诺 发 表 《论音乐中的拜物特性与听之退化》（1938)时，此 “论”虽然没 

用 “Essay”，但这却是典型的论笔体文章，而全篇那种密集高能的论述既 

让人胆寒也让人头痛。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说在本雅明那里，“论”还 

有 “叙”相伴而行——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便是这种写法； 

那么，到阿多诺这里，他已经冗繁削尽留清瘦，把 “论”提升到几近完美 

的高度，也推进到相当恐怖的程度。于是阿氏论笔已入“无我”乏 境 （除 

非 是 像 《在美国的学术经历》这种具有自叙 f 色彩的论笔，才可以看到 

第一人称行文)，它既不叙事也不抒情，而是专门用来发议论的。昆德拉 

说 ：“小说家有三种基本可能性：讲述一个故事（菲尔丁）；描写一个故 

事 （福楼拜）；思考一个故事（穆齐尔)。” H 套用此论，我们也可以说， 

阿多诺写论笔如同穆齐尔写小说，他绝不会“讲述”和 “描写”事物，而 

是不但要“思考”事物，还要把它“思考”得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因为 

他说过：“论笔也悬置了传统的方法概念。思想的深度取决于它穿透事物 

的深度/而不在于它把事物还原成别的东西的程度。……它在自由选中的 

对象中与种种事物狭路相逢，又在自由关联中对它们展开思考。”（《论笔 

即形式》）正是基于如上原因，我才把阿多诺的这一脉随笔称为“论笔”， 

以与蒙田等人的随笔相区分。

其次，阿多诺变原来的随笔文学化为论笔哲学化。

按照艾布拉姆斯的说法，随笔有正规与非正规之分，正规随 1  2

[ 1 ]  郭宏安：《从阅读到批评，“ 日内瓦学派” 的批评方法论初探)> ,第 288页。

[ 2 ]  [法 ]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萤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 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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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fo rm a l essay) “不大受个人情感影响，作者以权威或至少是博学之  

士的身份书写，条理清楚、层层深人地阐述论点”。而在非正规随笔

( in fo rm a l essay) ----亦称家常散文 （fam ilia r essay) 和私人化随笔 （p e rso n a l

essay) —— 中，“作者则用亲近于读者的语调，内容常常涉及生活琐事而 

非公共事务或专业论题，行文活泼自如，观点直截了当，而且有时也饶 

有风趣”。111而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发端于蒙田的随笔虽在欧美文坛迁 

流曼衍，呈复杂歧异之貌，但大体演变成体式不同的两支：“7T支主要  

由法、德随笔作家所发展，题材较为广泛，内容严肃深刻的议论体的论 

文、论著，笔者称之论议体随笔；一支主要由英、.美随笔作家所承接， 

记述身边琐事，笔调风趣活泼的絮语体随笔。这两支都可以在蒙田的《随 

笔集》中寻觅到自身的艺术质素与审美基因。” P]这也就是说，无论是艾  

氏所说的“正规随笔”和 “非正规随笔”，还是国内学者所区分的“论议 

体随笔”和 “絮语体随笔”，它们都与蒙田开创的传统有关。而很显然，“与隹 

正规随笔”或 “絮语体随笔”更具有文学性，它们就是周作人所说的“美

文”。13】 ' ,

阿多诺并非不知道随笔文学化的历史沿革和文人传统，因为当他对' 

本雅明的论笔赞赏有加时，他其实是把后者看成一个“文人”或 “作家” 

的 （参 见 （《论笔即形式》）。而在这样一种语境中定位本氏论笔，它虽 

然 也 是 “论议体随笔”，但其中的文学性显然不可低估。只不过与英美那 

种风趣幽默相比，本雅明的文学性是诉诸理性也形成理趣的文学>性，是 

借助他所说的“文学蒙太奇”制造出一种特殊审美效果的文学性，是像  

弗 •施莱格尔那样定位所谓“断片”的那种文学性：“一条断片必须宛如 I 

—部小型的艺术作品，同周围的世界完全隔绝，而在自身中尽善尽美，

[ 1 ] [美]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第 7 版 .中英对照），吴松江等编译，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〇〇!)年版，第 165、164页•根据原文有修订。

P] 庄萱：《周作人借鉴西方Essai的考古探源与历史审度》，《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08年第 5期。

P】 参见周作人：《美文》，《谈虎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 29—3 0页。



译者导言丨029

就像一只刺猬一样。” 然而，尽管本雅明的论笔体让阿多诺心醉神迷， 

但他并没有亦步亦趋，向本雅明看齐，而是独辟蹊径，走出了一条论笔 

哲学化之路。对于阿多诺来说，如此行事自然也不难理解。因为他首先 

是哲学界人士，而所有的哲学训练必然让他的关注重心首先面向哲学， 

更何况他在“新手上路”时还立下了“把第一哲学转换成哲学论笔体”的 

宏愿。另一方面，阿多诺毕生致力于打造的是“非同一性”哲学，是面向 

漏过概念之网的事物的哲学，是反抗着短暂性亦即“瞬息万变和转瞬即逝 

者不配被哲学谈论”的哲学。既然这种哲学迥然不同于传统哲学，那么， 

只有找到与这种哲学内容相关的成龙配套的形式，才能成就其伟业。而 

由于论笔既可以“无法而法地行进”，又可以“通过避免把自己简化为任 

何一种原理，通过针对整体而去强调部分，通过其断片特征”而呈现出一 

种“非同一性意识”（《论笔即形式》），所以；论笔简直就是为阿多诺的“非 

同一性”哲学量身定做的哲学形式。这样，在阿多诺手中，把论笔哲学化 

同时也把哲学论笔化也就变得在所难免。

最后，阿多诺变原来随笔的清晰明白为论笔的晦涩含混。

在阿多诺之前，无 论 是 “正规随笔”还 是 “非正规随笔”，把它写得 

清晰明白，恐怕是所有随笔作者自觉的追求。蒙田说：“真正有知识人的 

成长过程，就像麦穗的成长过程：麦穗空的时候，麦子长得很快，麦穗 

骄傲地高高昂起；但是，当麦穗成熟时，它们开始谦虚，垂下麦芒 。 ” pi 

这话说得何其清澈见底！培根说：“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傳彩，足以长 

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 

中5 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 131这话又说得何其通俗明白！而 

蒙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告诉读者：“我愿意大家看到的是处于日常自

[ 1 ]  [ 德 ] 施勒格尔：《雅典娜神殿断片集》，李伯杰译，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年版，第 8 6页。此处采用的译文见菲利普•拉库一拉巴尔特、让一吕克•南希：《文学的绝对： 

德国浪漫派文学理论》，张小鲁、李伯杰、李双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〇11 2  3年版，第 2 7页，

[ 2 ]  [ 法 ] 米歇尔 •德 • S 田：《蒙田随笔全集》第 2 卷，马振骋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 0 9年版，第 1 5 8页。 '

[ 3 ]  [ 英 】培根：《谈读书》，王佐良译，《王佐良全集》第 9 卷，北京•.外语教荸与研究出版社 

2 0 1 5年版，第 2 1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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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状态的蒙田，朴实无华，不耍心计。” 111于是郭宏安指出：“蒙田的思想 

是 ‘一种明快的自由思想’，清晰、透彻，以个人经验为源泉，以古希腊 

哲学为乳汁，转益多师，不宗一派，_表现出摆脱束缚、独立思考、大月旦 

怀疑的自由精神，为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萌发作了准备。” P1 .

由此反观阿多诺，我们或许就会觉得他的论笔体与论笔观是有意要 

与蒙田开创的随笔传统分庭抗礼：蒙田追求清晰，阿多诺希望晦涩，蒙 

田旨在通俗浅易，仿 佛 要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阿多诺 

则志在高深复杂，其文如同李商隐的“无题”诗，既让人觉得美轮美奂， 

又使人感到朦胧难解。因为后者指出，论笔所要挑战的恰恰是“‘清楚明 

晰的感知’和不容置疑的确定性”，是笛卡尔所制定的游戏规则：“按次序 

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和最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点 地 （仿佛一  

步一步地）上升到较为复杂的认识。”论笔与这种规则可谓势不两立：“因 

为论笔始于最复杂的东西，而并非从最简单和已熟悉的东西开始。 “论笔 

所要求的在于，人们从一开始就要像事物本身那样去复杂地思考问题”， 

从 而 把 “‘可理解性’（V erstand lichke it) 的陈词滥调”拋在脑后（《论笔 

即形式》）。而当阿多诺认为，对于研习哲学者而言，作为形式的论笔才 

是上佳的人门指南时，斯图亚特 .霍尔那个“与天使进行较量的比喻”或 

许能为他提供一些佐证：“值得拥有的理论是你不得不竭力击退的理论，_ 

而不是你可以非常流畅地言说的理论。” H 这也就是说，只有击退理论你' 

才能拥有理论，只有面对烧脑的东西你才能够开脑。1因此，阿多诺不让 

你走很容易的阳关道登堂人室，而是让你过髙难度的论笔独木桥一步到 

位，实际上是在教你取法乎上。

在此语境下，我 们 便 可 以 对 阿 多 诺 使 用 的 “亚 历 山 大 风 格 ” 

(A lexandrin ism us) 概念略作分析。在 《论笔即形式》中，阿多诺突然撂 

出一句让人困惑的句子：“论笔的亚历山大风格所回应的事实是，正是依

【1 ] [法 ] 米歇尔 ■德 •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 1 卷，第 3 8页„

[ 2 ] 郭宏安：《重® 阅读空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 2 页。

P ] 黄卓越、[ 英丨戴维•莫利主编：《斯图亚特 . 霍尔文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年版，第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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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丁香花与夜莺这样的存在—— 无论在哪里，普遍之网还没有把它们赶 

尽杀绝一~■才让我们相信生命依然充满活力。”那么何谓亚历山大风格？ 

为什么阿多诺在这里要扯出亚历山大风格？其实在谈论《浮士德》时，阿 

多诺就曾把亚历山大风格定义为“沉浸在传统文本中的阐释” w 。如果再 

联想到他对本雅明的解读，问题似乎已不难理解。因为在阿多诺看来， 

本 雅 明 的 “ ‘论笔体’就是要像对待神圣文本那样对待世俗文本”，而同 

时，由于他“坚决保持自己的亚历山大风格，从而激起了所有原教旨主义 

者的愤怒” 121, 所以在阿多诺这里，亚历山大风格就是一种阐释，尤其是 

像本雅明对待悲悼剧文本那样的阐释：先是沉潜把玩，然后开掘出某种 

让人震惊的意义。

然而，在更通常的解释中，“亚历山大风格”则是指古希腊亚历山大 

大 帝 时 代 （前 356—前 3 2 3 )的作家们形成的一种诗风、文风和理论，其 

特点是高度藻饰，华丽晦涩。这种风格在挽歌、讽刺短诗、小型史诗、 

抒情诗等文体中均有体现，甚至冒险进人了戏剧文体之中。于是我们不 

妨大胆猜测，阿多诺启用“亚历山大风格”既赋予其新意，同时也一语双 

关，是在为一种华丽晦涩的文风委婉辩护，因为本雅明谈及悲悼剧时曾 

涉 及 “亚历山大诗体”的语言风格，认为它虽“晦暗费解”，却 “反而会 

增强其权威” 133。而实际上，本雅明的“论笔体”（例 如 《德意志悲悼剧 

的起源》）也是晦涩费解的，阿多诺的“论笔体”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阿多诺拿丁香花与夜莺作比，既是在说这种阐释活力无限，也应 

该是在说这种文风硕果犹存。也许，只有如此一石二鸟之后，我们对“亚 

历山大风格”的理解才不至于被阿多诺完全带偏。

P】 Theodor W. Adorno* “On the Final Scene of Fausf，” in Notes to liferamre，Vol. Onej 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11.

[2] Theodor W  Adorno, UA Portrait o f  Walter Benjamin,M in Prisms, pp. 233,234.

[ 3 ]  [ 德 ] 瓦尔特 •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李双志、苏伟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1 3年版，第 2 5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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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像 作 曲 一 样 “谱写”论笔

据说流亡美国后，阿多诺准备在美国某学会主办的刊物上发表论 

文，却被要求写一  “内容提要”。阿多诺立刻就炸了，他愤怒地大喊大  

叫：“我的文章和音乐一样构造精密。音乐能写提要吗?” [1]这则逸闻初看  

仿佛笑话，但仔细琢磨却隐含着某种深意：按照学术规范，论文是必须 

提供摘要而且也是可以提供摘要的，但论笔能提供摘要吗？我自己的感  

受或许能说明一二。译出阿多诺的文章后，我曾把它们拿出来，尝试发  

表 ，刊物编辑却让附上摘要和关键词，一个都不能少。为了这个摘要， 

我不得不颠来倒去，反复阅读阿多诺文章，最后使出洪荒之力，才勉强  

形成四五百字交差。直到那时，我才明白了阿多诺怒火冲天的道理。

所以，阿多诺说自己的文章如同音乐，绝非夸张之词，而就是一个' 

基本事实。实际上，一些阿多诺研究专家也是如此看待阿多诺所经营的 

论笔的。布克 -穆斯指出 :“阿多诺不是在写论笔，他是在谱写(co m p o s e c f) 

论笔，而且他也是一位运用辩证法的大师（v irtu o s o)。他的言辞艺术作品  

通过一系列辩证的反转与倒置表达了一种‘观念’。那些句子如同音乐主  

题一般展开：它们在不断变化的螺旋中分裂开来并自行旋转。” H 普 拉 斯  

则认为：“阿多诺的文体之所以如此令人望而生畏，是因为他的抽象具有  

一种作曲和音乐般的品质。阿多诺在写作《美学理论》时声称，他的写  

作与荷尔德林晚期的理论文本有着密切联系，他将黑格尔视为否定;性生  

产风格的典范。” W为什么说阿多诺在“谱写”论笔？为什么说他的抽象  

如同作曲？为什么他的句子如同音乐主题一般展开？所有这些都需要从  

十二音体系说起。

众所周知，至 20世纪，传统的调性音乐已走到尽头，于是有了励{白

[ 1 ] [ 日] 三岛宪一：《本雅明—— 破坏 •收集 . 记忆》，贾惊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92页。

[2J Susan Buck-Morss, The Origin o f  Negative Dialectics: Theodor W. Adorno,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Fm nkhrt Institut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p. 101.

[3】 Ulrich Plass, Language and H istory in Theodor W. Adorno^ N otes to Literature,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7,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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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对调性体系的瓦解和对无调性原则的确立。“这种情况导致音乐技法上 

一系列重要的后果，传统音乐中的那种固有的持续性，动机、主题的展 

开，完整、延绵的旋律结构，音乐中常规的逻辑发展等等都受到剧烈的 

冲击和破坏，形成某种强烈两极对照。……音乐语言向两个极端分化：一 

端是大幅度的心理震荡，另一端则是恐惧造成的呆滞。” w 有了这一重要 

过渡之后，勋伯格便确立了自己的十二音技法。而按照阿多诺的看法， 

“不应该将十二音技法理解为像印象主义的那样的一种1作曲手法’。所 

有将其当作一种作曲手法的尝试都陷人了荒唐的境地。十二音技法其实 

更像是对调色板上的色彩进行排布，而不是像画作的绘制。事实上，只 

有当十二个音符都已经排列好之后，作曲过程才开始。所以，十二音技 

法并没有使作曲变得更@单，而是更难了。” P I同时，阿多诺也认为，在 

具体的作曲中，勋伯格通常以四种形态来运用音列：基本音列、基本音 

列的倒影（亦即将音列中的每一个音程替代为相反方向的音程)、逆行（开 

始于音列的最后一个音，结束于单列的第一个音)、逆行的倒影。“这四种 

形态各自都可以进行移调，将半音阶中十二个不同的音当作起始音，这 

样，对于一部作品来说，音列就有四十八种不同的形态可供选用。” Pi 

.仔 细 琢 磨 ，论文写作和论笔写作确实与调性音乐和无调音乐存在着 

某种对位关系。论文就像调性音乐一样，需要确立核心观点（相当于音乐 

主题），需要一个完整的论证过程（相当于展开的旋律结构)。这个过程 

需要举例，需要旁证（征引他人说法），也需要起承转合的谋篇布局（如 

同交响乐中的呈示部、展开部和再现部)。这种写作遵循着线性思维，依 

据着因果逻辑，讲 究 “文章不写一句空”，亦即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而 

且 ，为清楚明白计，论文应该像艾柯所说那样，把 它 “当作是给全人类看 

的一本书来写”，“即便论文研究的是未来主义的艺术家的风格，你 们也不 

能用未来主义风格写论文”，因 为 “写论文用的语言是元语言，是用来谈 1 2 3

[ 1 ]  于润洋：《现代西方苷乐哲学导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 4 1 0页，

[2] [ 德 ]特奥多尔 • W.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罗逍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 

第 71 —■72  页 u

[ 3 ]  [ 德 ]特奥多尔 • W .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第 7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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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其他语言的一种语言”。[11只有如此这般之后，论文才像论文，才符合  

所谓学术规范。

但论笔却可以像无调音乐一样，不按常理出牌。因为论笔写作是“无  

法而法”，“论笔内心最深处的形式法则就是离经叛道”（《论笔即形式》）。 

那么，阿多诺的论笔体又是如何体现出无调音乐的风格呢？这里不妨举 

例说明。在 《文化批评与社会》的最后一段，我们看到阿多诺使用了这 

样一些关键词—— 物化、超 验 批 判 （超验方法)、一体化社会（同一性）、

露天监狱、意识形态、虚假意识、真理之盐、大众文化、俄国人、奥斯  

维辛，.实际上，这也正是他调色板上准备排布的色彩，是他计划作曲的  

基本音列。而由于在阿多诺的论笔辞典中，这些语词除“真理之盐”之夕卜 

或是贬义词，或是只能引起人们的负面联想，所以，调色板上的色彩，就  

基本上都是冷色调，基本音列则如同勋伯格《华沙幸存者》那样，阴森、 

恐怖，闻者无不胆寒肝颤。在具 体 论 述 （演奏）的过程中，阿多诺先是  

从 批 判 “传统的意识形态超验批判”开始，引 出 “物化”，然后又把它融  

人 正 在 变 成 “露天监狱”的 “黑暗的一体化社会”中，进而提醒人们意  

识形态已不再是“虚假意识”，而就是人们生活中的“思想体系”。于 是 ， 

文化放弃了自己的“真理之盐”，变成了垃圾般的“大众文化”，而文化批  

评则发现自己“面临着文化与野蛮之辩证法的最后阶段'这里有“逆 行 ” 

(物化)，也 有 “逆行的倒影” “一个社会越是总体化，精神的物化程度  

就越严重，而精神单靠自己逃离其物化的尝试也就越自相矛盾” )。而当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警钟长鸣时，这 一 突 兀 之语仿佛天外来  

客 ，却也成为此段文字（其实也是整篇文章）最 刺 耳 的 “不 协 和 音 ”。但  

也唯其如此，它的冒犯性才无与伦比，其 “影响”至今都没有完全消除。 

而当这些基本音列各司其职、旁逸侧出时，也正应了阿多诺对论笔的期  

待 ：在论笔中，“思想并非在单一的方向上踽踽独行；相 反 ，种 种 要 素 像  

在一块地毯中那样经纬交错”（《论笔即形式》）。

PJ [意 I 安伯托 . 文可：《如何撰写毕业论文—— 给人文学科研究生的建议》，台北：时报文 

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〇19 年版，第 2! 6、22〇页• “艾可” 通常译为 “艾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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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例。《介人》一文写至中部时，阿多诺忽然拎出“苦难问题” 

说事，于是有了如下论述：

我并不想缓和“奥斯维辛之后继续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说法； 

它以否定的方式表达了鼓励介入文学的冲动。在萨特的戏剧《死无葬 

身之地》（M a rts sans s^pu ito re ) 中，有一个人物曾问过这样的问题：

“要是有人打你，打得你都骨折了，这时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吗？”同
■ ^

样的问题是，当今的任何艺术是否还有存在的权利；社会本身的退化 

是否就一定意味着介入文学概念所代表的精神退化。但是汉斯•马 

格努斯 •恩岑斯伯格 （Hans M agnus E nzensberger) 的反驳同样也是正 

确的—— 文孝必须反抗这种定论，换言之，必须证明它在奥斯维辛 

之后的继续存在不是向犬儒主义屈服投降。矛盾的是文学的处境本 

身 / 而非人们对它的态度。‘大量真实的苦难不允许被遗忘；帕斯卡尔 

的神学格言“不应该再睡觉了 ” （O n ne d o it plus d o rm ir) 必须被世俗 

化。不过这种苦难，也就是黑格尔所称的不幸意识（B ew uC tseinvon 

N d te n )，在禁止艺术存在的同时也要求着艺术的继续存在；实际上也 

只有在现在的艺术中，苦难才依然能感受到它自己的声音，获得慰藉 

而没被慰藉直接背叛。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家们已经遵循了这一原 

则。他们作品中那种不妥协的激进主义，被诋毁为形式主义的种种特 

征，赋予它们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而这也正是有关受害者的软弱诗 

歌所缺少的东西。但是，即便勋伯格的《华沙幸存者》（OfcerfcbM de 

von W krschau )也陷入了这一困境，它以自律的艺术结构去强化他律， 

直至变成地狱。

这里我们是不是看到了“一系列辩证的反转与倒置”？阿多诺先是引 

用 《死无葬身之地》中的问题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M 这一命题 

辩护，然而当他指出恩岑斯伯格的反驳同样正确时，他用了 “a b e t/ b u t” 

(但是），这是第一次反转。为了让这一反转理由充分，他甚至搬出了帕 

斯卡尔和黑格尔的相关说法为其站台。紧接着，又一个“aber”（我译成 

了 “不过”）不期而至 /但这一  “aber”却不像是反转，而更应该是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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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糊 反 转 （此种策略后面详述），以为前面的论述寻找根据。正当我们为 

这 ^反转以及模糊反转拍手称道时，“aber”又来了，于是阿多诺以励伯  

格 的 《华沙幸存者》为极端例子，再度反转。而就在这一翻一滚的螺'旋 

递进中，“苦难问题”这一 “音乐主题”则伴随着“两极并置 ” （ju x ta p o s in g  

extrem es) 的言说方式（音乐演进方式）徐徐展开。在 布 克 -穆 斯 看 来 ： 

“‘两极并置’意味着不仅要发现对立面的相似性，还要发现现象中看似 

无关的元素之间的联系（‘内在逻辑’ 但笔者以为，发现对立面的  

合理性进而让并置的双方处于“二律背反”的矛盾结构之中，这应该更是  

阿多诺的主要用意。比如，“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警句最终 

被阿多诺解释为一个二律背反命题H ，便是最典型的一例。

因此，在阿多诺的表述中，“aber”这一关联词便显得举足轻重，这  

一点也许他是在学黑格尔。阿多诺曾经指出：“就像荷尔德林的抽象一  

样，黑格尔的风格是抽象地流动，呈现出一种音乐的品质，而这正是冷  

静的浪漫主义者谢林所缺少的。有时他会在对立的小品词 （a n tith e tic a l 

pa rtic les) 如 ‘aber’（但是）的使用中让人感觉到只是出于单纯连接目 

的。”而在引用了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一段文字，特别是强调了其中的 

一 个 “aber”之后，阿多诺接着说：“毫无疑问，黑格尔的风格与惯常的 

哲学理解是相悖的，但他的弱点却为另一种理解铺平了道路；阋读黑格  

尔时，必须随着他一起记录下精神运动的曲线，用思辨之耳参与其思想  

的表演，就好像那是乐谱一样。” P1在这里，阿多诺一方面把黑格尔的哲 

学思想看作抽象流动的音乐，只有用思辨之耳参与其中，才能获得某种  

真谛。而实际上，把这种说法用到他自己身上也是恰如其分的。另一方  

面，正如普拉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黑格尔使用“aber”这种对立的小品

[1】 Susan Buck-M ots、 The Oiigin o f  N egative D ialectics: T heodor W  A dorno, W alter B enjam in , nntJ 

the Frankfurt Institute, p. 100.

[2] Sec Theodor W. Adorno, M etaphysics: C oncept and ProbIem st ed. Rolf Tiedemann; trans. Edmund 

Jephcott,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10-111.

[3] Theodor W. Adorno, H eg el: T hree S tu d iesy trans. Shierry Weber N icholsen, Cam 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 1993, pp. 122-123.中译文参见[德 】阿多诺：《黑格尔三论》， 

谢永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 9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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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来连接两个思想，那么实际上简单的“m d ”便可胜此任。而黑格尔之 

所以如此操作，其实是要替代语言的标准使用和正确用法，强化无处不 

在的辩证推进的冲动。“同样，阿多诺自己对连接词的使用也并不总是直 

截了当，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不乏并列、从属和对立的因素。” 111这也就 

是说，在阿多诺那里，“aber”不仅仅是“但是”，它还可能是“与”“以及” 

等等。于是，.阿多诺对其思想的辩证推进除了反转、倒置、逆行之外， 

显然还有两极并置、二律背反乃至隔山打牛、见缝插针等等修辞策略， 

而所有这些，既增加了语言表意的模糊性，也加大了我们理解其文意的 

难度。 - '

八晦涩是为了拒绝消费

.理解了阿多诺的论笔具有一种无调音乐的品质，也就理解了其论笔 

为什么在遣词造句、谋篇布局方面如此与众不同。若是拿小说作比，如 

果说传统意义上的论文如同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小说，那么阿多诺的论 

笔就是《尤利西斯》或 《终局》之类的作品，它就是要有意制造阅读障碍， 

增加理解难度。我们面对其论笔，必须像他面对贝克特的《终局》一样， 

排除种种障碍，克服重重困难，最 终 去 “理解它的不可理解性” 121。阿多 

诺 是 “通过说出不可言说之事来反驳维特根斯坦” P I的，我们则需要通过 

理解其不可理解性去接近阿多诺。

不过，如此一来，最后的问题也就油然而生：为什么阿多诺要把他 

的论笔打造得如此之难呢？思想被他搞得如此“不可理解”，其意图究竟 

何在？这时候，关注一下对他知根知底的同事的说法或许对我们有所帮 

助。马尔库塞谈及阿多诺不好读、读不懂时曾提供过一条后者之所以这 

样做的理由：“他认为，一般的语言，一般的文章，甚至包括行文十分老 

练的文章，无不受到现有体制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无不反映出权力结

P】 Ulrich P las' and H/sfoij in Tfteocfor WT Notes to liferamre, 3.

[2] Theodor W  Adorno, 'Trying to Understand Endgnme^1 2 3 in N otes to U teraturey Vol. One, p, 243.

[3] Theodor W. Adorno, N egative D ialectics,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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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对个人的巨大的控制和操纵。为了逆转这个过程，你就必须在语言上  

也表明你是决不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所以，他就把这种决裂体现在  

他的句法、语法、词汇甚至标点符号中去了。至于这样做能否被接受， 

我不知道。” 111在 “批判理论”的总体框架下，这样的理由自然是丨质理成 

章：当资本主义进入“晚期”之后，通行的语言也成了马尔库塞所谓的“全  

面管理的语言”。在此语境中，“社会宣传机构塑造了单向度行为表达自身 

的交流领域。该领域的语言是同一性和一致性的证明，是有步骤地鼓励 

肯定性思考和行动的证明，是步调一致地攻击超越性批判观念的证明”。 

“于是，词变成老生常谈，并作为老生常谈而支配演讲和写作；因 i* ，交  

流阻止了意义的真正发展。” H 阿多诺反其道而行之，便是 在 与 这 种 “全  

面管理的语言”公开抗争。

但在我看来，阿多诺如此行事，或许在语言层面还有更重要的原  

因。众所周知，经过法西斯主义的大面积利用后，德语已被严重'污染。 

而这种污染也正如克莱普勒所言：“纳粹语言改变了词语的价值和使用 

率，将从前属于个别人或者一个极小团体的东西变成了公众性的词汇，

将从前的一般的大众语汇收缴为党话，并让所有这些词语、词组和句型  

浸染毒素，让这个语言服务于他们可怕的体制，令其成为他们最强大  

的、最公开的、也是最秘密的宣传蛊惑的手段。” H 阿多诺非常清楚德语 

被污染到了何种程度，于是他在1951年写出一篇英文文章：《弗洛伊德理  

论与法西斯主义宣传模式》。此文的论述重点虽然不在语言，但他依然 f 巴 

法西斯领袖们归人“ 口唇性格类型” （ora l character type) , 认为他们有一  

种滔滔不绝和愚弄他人的冲动：“他们对拥趸们施加的著名魔咒似乎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口头表达：语言本身缺乏其理性意义，只是以一种  

神奇的方式发挥作用，并进一步促进那些把个人贬低为群体成员的古老

. [ 1 ] [ 英 ] 布莱恩•麦 基 编 思 想 家 —— 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第 77— 7 8 页。

[ 2 ] [美 ] 赫伯特 .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 海 : 

上海译文出版社1卿年版，第 78、8 0页。

P ) [ 德 ] 维克多•克莱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印芝虹译，j t ；京 :

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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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而在 1%6年所倣的题为《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的演讲中，阿多 

诺贝!J干脆列举“坚强” (H ir te )、 “坚忍不拔” (H a rt-Sein)、 “办妥” (fertigm achen) 

等被纳粹挪用的词语，指出其背后所隐含的“灌输纪律”“忍受痛苦”和 

“人被物化”的语词污染现象。如果联想到早在1944年，阿多诺就谈论过 

大屠杀之后“文化重建”的艰难困顿W，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在语言上的 

“逆转”其实便是身体力行，进行着一种“文化重建”的努力。这种努力 

是否成功自然还可以讨论，但至少阿多诺已付诸了行动。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阿多诺的另一位同事洛文塔尔的说法。 

他在把阿多诺形容成思想、语言层面的“拦路虎”（skandalon) 之后，语 

重心长地写道：

的确，阿多诺的文本是非常难读难懂的。他从未打算让他专业 

.领域和思想阵营的同事或他的所有读者和听众感到轻而易举。他从不 

能容忍—— 这也是阿多诺“拦路虎”的另一种变体—— 他必须说的话 

应该去适应一种容易消费的模式。相反，他对自己与其受众提出的 

要求只是他在生产和公认的、富有成效的想象中追求本真经验这一主 

题的另一种变体。他对语言的责任感，他对单向度、无内涵、不含糊 

k 的高效语言与简化的衍生思想全方位出现所表现出的强烈敌意，对它 

们没有给独特、异质、富有成效的想象和反对的声音留下空间表示出 

的愤怒反抗，让我想起大约一百七十年前柯勒律治写给骚塞（R obert 

S o u t h e y )的一封信，在信中，他为他的“晦遥" （o b scu rity)风格辩护， 

并将其与“柔弱无骨的现代盎格鲁—高卢主义风格（Angles G allican 

s ty le ) 进行对比，后者不仅能被事先（fce/b rcA a W ) 理解，而且摆脱 

了……所有书本和知识记忆的眼睛，从来不会因为事后的回忆而使心 

灵受到压抑，而是像普通访客那样，停留片刻，便让房间完全开放， 1

[1] Theodor Adorno, Minima M oW a: •Re/Ject/ons Daroagec? l ife , txans” E . F. N. Jephcot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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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下一个来访者敞开了大门” W。我不知道阿多诺是否知道这封信， 

但我敢肯定，如果我告诉他柯勒律治对“晦湿”的赞扬是对语言消费 

主义的机智拒绝，他准会微微一笑，点头称是（《批判思想本身就是 

充分的实践—— 阿多诺作为“拦路虎” 》 ）。H

洛文塔尔说法中的部分意思虽与马尔库塞有所重叠，但更值得关注  

的是他借助柯勒律治的思考，把 “晦涩”看作是对语言消费主义的机智拒 

绝。在法兰克福学派中，阿多诺是文化工业（大众文化）理论的主要阐 

述者，他太清楚大众文化有着怎样的生产套路和消费模式，也 太 了 解 “标 

准化”与 “伪个性化”如何成了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因此，假如一个  

人的文章用流行语词堆砌，用通行句法呈现，用人们容易接受的结构谋 

篇布局，那么它就很容易滑向大众文化的怀抱，成为消费主义催生的思、 

想快餐和学术次品。于是，如何在思想和语言层面与大众文化和消费主 

义分庭抗礼，很可能也成了阿多诺重点考虑的问题，布 克 -穆 斯 指 出 ： 

“阿多诺的论笔结构是商品结构的对立面。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一章中所解释的那样，商品的形式受抽象原则（来自使用价值的交换价 

值 )、同一性（所有商品通过货币媒介相互联系）和 物 化 （通过把物体从 

其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将其视为神秘崇拜的僵化物）所支配。相比之  

下 ，阿多诺的聚阵结构（constelktions).是根据差异化、非同一性和能动  

转 换 （ active transformation) 的原则构建起来的。” W “聚阵结构”的另一* 

种译法就是国内学界更熟悉的所谓“星丛”。阿多诺非常喜欢来自本雅明 

的 “星丛”和 “组合”或 “排列”（configuration) , 它们不仅是一种“突 

然的甚至偶然的认知形式，强调美学和认识论之间的亲和关系” W ，而且  * 2 3

[1】 Coleridge to Southey, October 20, 1809; in Co/fecrfa/ Lerrers o f  7^/or ed. Earl

X^slie Griggs (Oxford, 1959), vol. 3, p. 790.------原注

[2] Leo Lowenthal, <4Theodor W Adorno: An Intellectual Memoir,** in Martin Jay, ed., An U nm astered  

Past: T he A utobiographical R eflection s o f  L eo  Low enthoJ, Berkeley: University o f  California Press, 1987 , 

pp. 199-200.

[3] Susan Buck-Morss, T he Origin o f  N egative D ialectics: T heodor W. A dorno, W alter Benjam in , an d  

the Frankfurt Insdtutet p. 98.

[4J Ulxich Plass, Language and H istory in T heodor W. A dorno1̂ N otes to Literature,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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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作用于论笔，成为其谋篇布局的基本形式。这也就是说，论笔除 

了向无调音乐致敬之外，还在向“聚阵结构”的 “排列组合”取经，而所 

有这些，都是为了拒绝被轻易消费。在此意义上，论笔制造出来的“晦涩” 

效果就像什克洛夫斯基的“奇特化手法”，是为了使形式变得模糊，进而 

增加感觉的困难，延长思考的时间，是为了避免理论流畅性（theoretica l 

flu e n c y) , ]，使其变得油光水滑。•

走笔至此，我们便可以讨论一下阿多诺如此这般的利弊得失了。而 

为了使讨论立竿见影，引人阿多诺时常批判的萨特观点，两相对比，似 

很有必要。当萨特着力打造其“介人”主张并且开始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 

角色时，他极力反对的是“由专家组成的读者群”，因为这样一来，文学 

沙 龙 就 “变得多少有点像头衔、身份相同的人的聚会，人们在沙龙里怀着 

无限的敬意低声‘谈论文学’ ” 121。为了把普罗大众变成自己的读者群， 

他 大 谈 “通俗化”的好处，反复强调占领“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性。于 

是他反复告诫其同道，一 定要放下身段，“必须学会用形象来说话，学会 

用这些新的 i f 言表达我们书中的思想” P1。“书中的思想”是什么样子？《存 

在与虚无》大概就是范本。此书用艰深晦涩占领了思想高地，普罗大众买 

回它来却读不懂，只好把它当秤砣使，因为这本书的重量不多不少，正 

好整整一公斤。m “新的语言”又是怎样的语言？应该是清晰明白的语言, 

降低难度的语言，适合普罗大众阅听的语言，具体地说，就是用《存在主 

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体表达《存在与虚无》一书核心思想的语言。 

于是在文风、文体和表达问题上，萨特不仅大声疾呼，而且身体力行， 

把自己的写作理念落实成了一种实际的行动。

与萨特相比，阿多诺的做法却恰好相反。后者虽然也热衷于做公共 

知识分子，热衷于在广播中做主题演讲，但他却丝毫没有降低难度。这 1 2 3 4

[ 1 ]  黄卓越、[ 英 ] 戴维 ■莫 利 主 编 《斯图亚特■霍尔文集》, 第 9 1页。

[ 2 ]  [ 法 ] 萨特：《什么是文学 ?》，施康强译，沈志明、文珉主编：《萨特文集》第 7 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1 8 6页。

[ 3 ]  同上书，第 2 8 9页。 -

[ 4 ]  参 见 [ 法 ] 贝尔纳 •亨 利 •列维：《萨特的世纪一 哲学研究》，闰素伟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 2005年版，第 5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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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正如普拉斯所言：

阿多诺对一种阐释学态度深表怀疑，这种态度相信文体简洁与 

明晰的认知力量。难怪他被卷入“好”写作与“坏”写作的文化大战中， 

并作为一个自豪的“坏”作家公然藐视一切压力，绝不顺从一种容易 

被消费的风格。对于阿多诺来说，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从来没有必要 

简化和澄清他的思想。相反，每当阿多诺向非学界的一般公众发表演 

讲时，他都是照本宣科，不留任何自发推断或精简概括的余地。只有 

在大学讲课期间，他才完全畅所欲言，经常即兴发挥。阿多诺怀疑清 

晰是一种完美的骗局，是一种将自己与现实隔绝的方式。完全的清晰 

不仅是简化的，它也等同于一个完全偏执的系统，因为它认为自己处 

处受到必须被消除的晦涩和含混的威胁。“一个人不应该让自己被每 

一步都可以验证的清晰要求所吓倒。”容易理解的东西在认识论上也 

是毫无价值的；最有可能的是，想必简单或明确的陈述将仅仅是对已 

知事物的重复，毫无价值的同义反复。“只有不需要首先理解的东西，. 

他们才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商业发明的、真正被异化的词语，才 

会让他们感到熟悉。”（Afinim aM oraZ/a 101; Gesamme/te ■S ciirtf'fen 4:114 ) 

这里的直接观点是，日常语言是异化的语言。而潜台词则是：哲学和

诗意的语言回应了这种异化。 W. 1 '.

很显然，面对普罗大众，如果说萨特是致力于通俗易懂和清晰明 

白，那么阿多诺却在追求艰深晦涩和模棱两可。对于前者来说，其损失  

必然是思想的简化，甚至使思想变成了一种大众文化；而对于后者而  

言，这样做尽管保持了思想的整全和尊严，但思想却往往只能成为孤芳 

自赏之物，成为仅仅在少数专家学者之间秘密旅行的密码式话语，成为 

阿多诺所说的“漂流瓶”，却无法延伸到广大受众那里。’阿多诺曾把海德 

格尔的思想与表达讥之为“本真性的黑话”，但他本人的表达与思想、又何

[1】 Ulrich Plass, language and H istory in T heodor W  A dorn oi N otes to Literature, p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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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 不 是 “辩证法黑话”的 “审美上演” m 呢？假如阿多诺心性散淡，觉得 

思想与学问就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那么无论它 

如何高深、晦涩和小众，都问题不大。但问题是，阿多诺素有悬壶济世 

之心，启蒙大众之愿。而一旦要与大众打交道，萨特的选择很可能依然 

有效，因为假如不去简化思想，软化表达，大众就会被吓得逃之夭夭， 

致使启蒙话语全部扑空。因此，简化与软化虽然让阿多诺看不起，却是 

为了让思想与表达走向大众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 

们才能在阿多诺论笔呈现出“既吸引读者又排斥读者” 121的二律背反难 

题时注目停留，反思其得失，才不至于完全拜倒在其艰深晦涩的石榴裙 

下，一方面读得半懂不懂， 一 方面高呼这个感觉好酸爽。

九 “论笔”之译的简单交代及其他说明

因我在前文已反复提及“论笔”，所以对这一语词的译法稍作交代， 

还是很有必要的，尽管我此前为文时已触及过这一话题。

在卢卡奇、阿多诺谈论“Essay”的语境中，该词曾被国内学者译作“散 

文” “随笔”“美文”“杂文” “散论”“小品文” “论说文”等，但笔者对 

这些译法都不甚满意。于是我只好借用我的大学老师梁归智先生■ (1949一  

2〇19,古典文学和《红楼梦》研究专家）发明的“论笔”概念，加以对译。 

在梁老师给我的电子邮件中，他曾用一句话解释过“论笔”含义—— “具 

随笔之形，有论文之实”。而在2017年，笔者则当面向梁老师请益，讨论 

以 “论笔”对 译 “Essay”的可能性，并得到了他的鼓励。后来，梁老师 

在书中曾如此写道：

我 “杜撰”的 “论笔”，意思是提倡一种随笔文章其形而有论文

之实的文体，或者说“做论文”要 和 “写文章”水乳交融。其特点是

[ 1 ] [ 英 ] 马蒂亚斯•本泽尔：《阿多诺的社会学> ) ,孙斌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 2 1 3页。原译中的 °行话”改成了 “黑话"。

[2J Ulrich Plass, Language and H istory in T heodor W. A dorno^ N otes to Literaturet p. 1,



研究和写作都要突出“灵感“和 “悟性”，“逻辑”是内在而非外在的， 

还要讲究行文措词的“笔法”，而不呆板地标榜所谓“学术规范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所所长赵勇教授，与笔者切磋，撰写鸿文  

《作为“论笔”的文学批评—— 从阿多诺的“论笔体”说起》，更 使 “论 

笔”上层楼而“日日新”了。W

梁老师虽然是在艺术感悟型的中华传统文化中阐述其“论笔” 的 ，. 

但在我看来，他之思考却与阿多诺对“Essay”的论述异曲同工，不 谋  

而合，这是我借用并对译的主要原因。而有关如此借用的细节和详部?理 

由，除梁老师提到的上文外，我 在 《刘项原来不读书》中还有所披露，读  

者朋友若有兴趣，不妨顺藤摸瓜，移步那里瞧瞧。 当然，这一借用是否  

合适，最终能否被学界认可，也还是需要时间检验的。

但得到梁老师的首肯之后把“论笔”用起来，以便广而告之，让 更  

多的学界朋友知晓，却是我的本意之一，也是我在这里反复拿它说事并 

把它用作书名的主要原因。

解 释 过 “论笔”之译后，我还需要对本书编选的内容稍作说明。本  

书分为三辑，第一辑主要围绕着“奥斯维辛之后”这一命题选文，更多  

体现的是阿多诺在文化与社会层面的总体哲学思考。《在美国的学术经历》 

虽是回顾与反思之文，具有自传色彩，但考虑到它亦具有亭种总括性， 

所以也放在此辑当中。第二辑主要涉及阿多诺对文学艺术的论述，但 《论 

笔即形式》一文的哲学意味却是颇为浓郁的（阿多诺最初曾想把此文命名 

为 《作为形式的哲学论笔》P1)，把它放在第一辑似也说得过去。不 过 ，’

因阿多诺是把此文置于《文学笔记》之首，让它成为全书总纲的，我也就  

照葫芦画瓢了。第三辑选取的是阿多诺谈论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的重要 

文章，它们的写作时间虽跨三十多个年头，却大体反映了阿多诺对大众

0 4 4 丨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论笔选

[ 1 ]  梁归智：《禅在红楼第几层•写作弁言》,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 8年版，第 5—

6 页。

[ 2 ]  参见拙书：《刘项原来不读书》，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 116— 1 3 1页 ，《走

向批判诗学：理论与实践》，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1 2 3〇2 2年版，第 1一2 4 页„ .

[3] See Ulrich Plzss, Language and H istory in T heodor W. A dornofs N otes to Literature^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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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始终如一的批判态度。三辑内容之外还有附录，包括洛文塔尔的一 

篇文章和我对韦伯先生、杰伊教授的两篇访谈。因这三个文本都有助于 

理解阿多诺，我便附在了这里。

阿多诺的文章除个别篇目之外，是很少作注的，但一些英译（编） 

者却注释不少。为了给读者朋友的阅读与理解开启方便之门，我们不仅 

翻译了全部的英译（编）注，而且自己也尽可多地作注，即便如此这般之 

后文本变得比较臃肿，也在所不惜。这也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如前所述，阿多诺常常被视为普天下“不可译”领袖，盖世界“读不懂” 

班头。“读不懂”却偏要读，“不可译”又硬要译，可以想见其麻烦之多与 

困难之大，于是蜗行牛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便成为我 

们翻译的常态。虽然我已用尽全力，另一译校者赵天舒也花费了不少时 

间，贡献了许多才智，但很可能依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我 

特别希望学界朋友能提出宝贵意见，也期待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赵勇

2023年 6 月.15曰 _ 8月 8 日断断续续写于北京、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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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批评与社会[1] 2

' 对于任何一个习惯于用耳朵思考的人来说，复 合 词 “文化批评”

(K u ltu rk r it ik )肯定听起来十分刺耳，不仅仅是因为像“汽车”（A u to m ob ile) 

那样，它是由拉丁语与希腊语拼凑而成的。这个复合词使人想起一种骇 

人听闻的矛盾。文化批评家对文明不满121，且其不满仅仅针对文明。他 

说起话来好像代表着纯净的自然，或是代表着一个较高的历史阶段。然 

而，他实际上与他自认为胜过的文明本质相同。当独立和拥有主权的主 

体从其最内在构成上被它所反对的概念所中介时，在其偶然性和狭隘性 

中对存在的力量评头论足的主体之缺陷—— 此为黑格尔在为现状辩护时 

被他批评的东西—— 就变得无法忍受。但是，使文化批评的内容不妥当 

者与其说是对其批评之物缺少尊重，不如说是批评偷偷给文化提供了炫

[1] 《文化批评与社会》（“KulmrkridkundGesdlschaft” ）写于 1949年，首 发 于 《我们这 

个时代的社会学研究》（So^^c^scfoei^rsc/iunginurtsererZe/^igSl)中，后 在 《棱镜》（Prismea， 

1955) — 书出版时被置于全书之首，最终进人《阿多诺文集》第 1 0 .1卷。本文译自 Theodor W 

Adorno, **CulturaI Criticism and Society,** in Prismst trans.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1, pp. 19-34.校对时主要依据法译本 （ Theodor W. Adomo^ “Critique de la culture et soci6t6，’’ 

in Pa’smes，trans. Genev^ve et Rainer Rochlitz, Paris: Editions Payot &  RivageSj 2010, pp. 7-31) 和德语原文 

(G esam m eJte Schdften: K ulturkiidk und G esellschafiIt Bd. 10.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7, S. 

11-30)。—— 汉译注

[2] 此 处 的 “文明” 实 为 “文化” （K u k u r ) ,而 “文化” 与 “不满” （U nbehagen )连用，其 

实是呼应了弗洛伊德《文化中的不满》 讲/iincferiCu7mr, 1929) — 书的书名。由于该 

著英译本与中译本都将 “文化”译成了 “文明”，书名也变为《文明及其不满 》 （ CfviCzarfonamfJrs

脱 nrs)a 为照顾读者的习惯性联想，这里便依从英译（英译者把 “Kultur” 译 作 “chHfcaricm”）， 

采 用 “文明 " 之译。——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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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而傲慢的认定。文化批评家无法回避的责难是，他恰恰拥有文化所缺 

少的文化。他的虚荣助长了文化的虚荣：即便是以控告的姿态，批评家  

还是紧紧抓住了那个孤立、教条且不容置疑的文化概念，毫不松手。他 

转移了攻击的方向。在有着绝望的巨大痛苦之处，他只看到了精神现 

象、人的意识状况和种种规范的衰落。因为固守于此，批评就被诱惑4辱 

去忘记那些不可言说之事，而 不 是 努 力 （无论它多么无力）让人类幸免  

于难。

通过与流行的混乱状态相区分，文化批评家的立场使他从理论上超 

越了这种混乱，尽管他常常只是落后于这种混乱。但是，他把这种差异  

纳入了他努力超越的那个文化企业（K u ltu rb e trie b) 111之中，而文化企业为

把自己想象成文化，其自身也需要这种差异。文化自诩为与众不同----

通过这种不同，文化逃过了生活物质条件对它的检验—— 这一特点意味  

着它是永不知足的。文化的这种非分要求（反过来它也存在于精神活动之 

中）使得它越来越远离那些条件，因为面对近在咫尺的物质满足，面对' 

灭绝无数人类的烕胁，升华的高贵地位变得越来越令人生疑。文化批评 

家把这种差异弄成了自己的特权，并且丧失了自己的正当性，因为他与  

文化合作，成了被豢养而又受人尊崇的讨厌鬼。然而，这却影响到了相: 

评的实质。即便批评谈及虚假意识的真相时的那种一丝不苟的严谨，也 

仍然被禁锢在它与之斗争之物的轨道中，专注于此物表面的表现形式。 

炫耀自己的优越感同时也会觉得自己深陷其中。如果去研究一下资产阶 

级社会中批评家这个行当如何晋升到了文化批评家的行列，人们无疑会  

碰巧发现其源头的一种僭越因素，即巴尔扎克之类的作家依然意识到的  

那种因素。职 业 批 评 家 首 先 是 “新闻记者”（B e ric h te rs ta tte r) : 他 们 在  

精神产品的市场中引导着民众。如此操作，他们偶尔也会对身边的事情  

形成一些真知灼见，但是却依然继续充当着运输代理商，即使与个别产 

品相抵牾，也会和这个领域成龙配套。在此过程中，即便他们抛弃了代

[ 1 ] 这里将“Kulturbetrieb”英译为“culture industry”(文化工业)，似不妥，因为阿多诺发明的“文 

化工业”有其专门的表达，其德语说法是“Kulturindustrie”。——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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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商的角色也仍然会带着这种标记。他们本该被赋予专家和法官角色， 

这在经济层面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就其客观条件而言这纯属偶然。他们 

很机敏，这使他们在普遍的竞争中享有特权之位一 -所谓特权,是因为 

那些被裁决者的命运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投票—— 而机敏又让他们貌似称 

职地行使着判断。随着他们熟练地钻空子并利用新闻媒体的扩张来扩大 

影响，他们也恰恰获得了这个行当所预设的那种威望。他们的妄自尊大 

来自如下事实：在竞争型社会的种种样式中，万物只为他物而存在，批 

评家本人也只是依据其市场上的成功—— 也就是说，依据其为他物的存 

在—— 来被考量。知识和理解并不是首要的，而顶多是副产品。它们越 

是稀缺，就越是被对事实和信息的了解（Bescheidwissen) 与随波逐流的行 

为所取代。.当批评家们在其游乐场（艺术）中不再能理解他们所判断的东 

西，并满腔热情地准许自己降格为宣传员或审查员时，以古老的交易欺 

诈来实现其抱负就成为他们的命运。信息和地位的特权使他们表达了自 

己的意见，仿佛意见也具有了客观性。但这仅仅是统治思想的客观性。 

他们只是帮着织出了一块面纱。

资产阶级社会中言论自由（& eieM einungsauI5erung) 的观念，甚至精

神自由■ (ge istige F re ih e it) 的观念--- 文化批评就是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

的一 ■有它自己的辩证法。因为精神在摆脱了封建神学监护的同时已在 

现状的匿名控制中日益陷落。这种严格管制，亦即所有人类关系日益社 

会化的后果，并不只是从外面出现在精神面前；它已移居到精神的内在 

连贯性之中。严格管制无情地把自己强加在自律的精神之上，就如同先 

前他律的秩序被强加在已受约束的精神之上那样。精神不仅出于市场性 

的考虑而对•自身进行塑造，并因此对全社会流行的种种范畴进行复制； 

更确切地说，精神逐渐变得更类似于这种现状，甚至它虽然主观上克制 

着自己成为一件商品，却依然无法避免如此。以交换行为为模本，整体 

之网越收越紧。它给个体意识留下的逃避空间越来越小，却越来越彻底 

地预先塑造它，先天地切断其差异的可能性，因为所有的差异都在退 

化，在供应产品的千篇一律中变得区别甚微。同时，自由的假象使得反 

思自己的不自由比以前更加困难，因为以前这种反思与公然的不自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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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这样一来也就加强了依赖性。这些因素，连同对“精神领袖与思 

想魁首”的社会选择，导致了精神与思想的退化。伴随着居于支配地位 

的社会趋势，精神的完整也变成了一种虚构。精神只是在其自由中发展 

了那种消极因素，那是无序单子论状态的遗产，是不负责任。然而，在 

其他方面，它却越来越像一个装饰品，紧紧依附在它声称要超越的物质 

基础之上。卡尔 •克劳斯 （K arl K raus) 对新闻自由的指责当然不能从字 

面意义上予以理解。严肃地恳求审查官员去反对雇佣文人简直是用魔王 

(Beelzebub) 来驱逐魔鬼。不过，对于精神的历史进展来说，在新闻自由 

庇护下疯长着的兽性与谎言也并非偶然现象。毋宁说，它们代表了奴隶 

制的耻辱，在这种制度下，精神的解放(一种虛假的解放）已经实现。 

这一点在精神砸碎其枷锁的批评领域最为引人注目。当德国法西斯分子 

徘镑“批评”这个词语并用空洞的“艺术欣赏”（Kunstbetrachtung) 概念 

取代它的时候，他们只是被这个专制国家的粗野利益引导着如此操作， 

而这个国家依然惧怕新闻记者的鲁莽会导致波萨侯爵的那种激情。但 

是，这种自我满足的文化野蛮行为叫喊着要废除批评，要让野蛮部落人 

侵精神保护区，却并没有意识到它同它攻击的对象是一样的。褐衫党徒 

(Braunhemd) [21对 于 “吹毛求疵的批评家”（K ritika s te r) 之所以会兽性大 

发，怒火中烧，不仅仅来自他对那种把他排斥在外、他也在盲目反抗着 

的文化的嫉妒，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对那个大胆说出否定性因素的人心存 

怨恨，而他自己却必须压抑这种因素。关键的地方在于，批评家那种拥 

有自主权的姿态向他的读者们表现出一种他其实并不拥有的自主性，并 

硬是去僭取了一个与他自己那种思想自由的原则格格不入的领导地位。 

这是被他的敌人们刺激了神经之后的结果。他们的施虐行为以一种独特 

的方式被下述这类人那巧妙伪装成力量的弱点所吸引：在其独裁的举止 1 2

[ 1 ]  波萨侯爵（Marquis Posa) 是席勒的历史悲剧《唐•卡洛斯》（D〇n Carios, 1785)中的人物。 

面对专制国王菲利普二世，他把自由提到一种自然人性的高度，发出了 “请您给予思想自由”的呼 

声。—— 汉译注

[2] Braunhond原指纳粹党的褐衫制服，后代指纳粹党党员、冲锋队员，故有“褐衫党”之说, 

其党卫军和冲铎队可谓臭名昭著。——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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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这类人很乐意超过那些不太聪明的暴君，但却会被后者取代。只 

是法西斯分子也像批评家那样天真，即他们也屈服于文化本身的信仰， 

而这种文化已经被简化为一种排场，一种受到认可的精神的庞然大物。 

他们把自己看作文化的医生，并从文化身上拔掉批评之刺。因此，他们 

不仅把文化降低到官方的层面上，而且除此之外，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文 

化与批评无论好坏，二者都是相互缠绕在一起的。文化只有暗含批评时 

它才是真实的，而忘掉这一点的精神则会受到它所养育出来的批评家的 

报复。批评是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元素，而文化本身又是自相矛盾的：就 

它所有的不真实而言，它依然像文化的不真实那样真实。批评之错不在 

于其解析能力一这依旧是它最好的能力—— 而在于它会以不回避的方式 

来回避问题。

文化批评与文化的共谋关系不只是寄生在批评家的思维方式那里， 

更多的时候，它是由他与他所处理的事物的关系决定的。通过让文化成 

为批评家的对象，他也就又一次客观化了这一对象。不过，文化的意义 

恰恰在于客观化的悬置。 一 旦文化本身被贬值为“文化商品”，并伴随着 

丑恶的哲学合理化—— 寻 求 “文化价值”，它的存在的理由就已被玷污。 

这 些 “价值”的净化过程在此商业用语的回响绝非偶然—— 就是把文 

化置于市场的意志之下。甚至对外来文化的热爱也包含着对稀有之物的 

兴奋，因为可以投资。如果文化批评（即便是因瓦莱里 [P au l Va^ ry ] 而 

发展得最好的批评）支持保守主义，那是因为它无意中坚持一种文化观 

念 ，而这种观念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目标是一种稳定且能独立于股票 

市场波动的财产形式。这种文化理念声称它疏远了那种体制，仿佛是为 

了在一个普遍动态之中提供一种普遍的安全。文化批评家的榜样既是鉴 

赏收藏家，也是艺术批评家。大体而言，文化批评会让人想起讨价还价 

的姿态，想起专家质疑一幅画的真伪或把它归到某大师次要作品之列的 

情景。人们贬低其价值是为了得到得更多。当文化批评家进行估价时， 

他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卷入一个被“文化价值”玷污的领域，即便他对 

文化的抵押咆哮如雷时也是如此。他在文化面前做沉思状也必然包含着 

仔细观察、全面调查、权衡轻重、做出选择：这件东西适合他，那件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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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他拒绝。不过，当文化批评诉诸一批用于展览的概念并且似乎对•“精 

神” “生命”和 “个体”之类的孤立范畴顶礼膜拜时，批评家那种至高无 

上的权威，希望从对象那里获得更渊博知识的要求，以及通过批评判断 

的独立自主将理念与其对象的分离，就有屈从于对象的类事物形式（d ie  

d inghafite G esta lt) 的危险。

但是文化批评最最崇拜的还是文化这一概念本身。因为本真的艺术 

作品和真正的哲学，按照它们的实际含义，都不曾单独在自身内部、在 

其自在的存在（A nsichse in) 中穷尽自己。它们总是与社会实际的生活  

进程联系在一起，又与之相区别。它们拒绝那种盲目而冷漠地复制着自 

己生活的罪过，它们坚持独立与自主，坚持与流行的目的王国相分离， 

这至少作为一种无意识因素隐含着对自由得以实现之境况的承诺。但只 

要文化依靠着五迷三道的现实存在，并最终依靠控制他人的劳动存在， 

那么这就依然是文化的一个含糊且可疑的承诺。整个欧洲文化—— J氏达 

消费者那里的文化，如今由管理者和心理技师为所有人对症下药的文 

化—— 退化为单纯的意识形态，这是因为它与物质实践有关的功能发生 

了变化：它放弃了干预。这种变化是由历史强加到文化身上的，而绝不 

是文化本身的“原罪”。因为资产阶级文化只有在向自身退缩的过程中， 

也就是说在间接的过程中，它才从涵盖所有存在领域的极权主义混乱的 

腐败迹象中构想出了一种纯洁。文化只有从那种已退化为它对立面的实 

践中抽身，从总是相同之物的不断更新的生产那里抽身，从为顾客月R 

务，而顾客本身又为操纵者服务中抽身—— 文化只有从人类（M enschen) 

那里抽身，它才能忠实于人。但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绝对属于人 

自身的本质上—— 这方面最伟大的例子出现在保罗•瓦莱里的诗歌与理 

论作品里—— 同时也导致了这种本质的贫乏。尽管对意义有最严格的保 

护，但是精神一旦不再直接面对现实，它的意义也会发生改变。随着在 

生活事实面前言听计从，特别是随着把自己孤立为众多“场域”中的一 

个，精神成了现存秩序的帮凶，并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对文化的阉割 

已引起了哲学家们的愤怒，从卢梭的时代和席勒《强盗》 （D ie  

“舞文弄墨的时代”到尼采这里，最后再到那些为介人而介人的传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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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那里，莫不如此。这是文化变成自觉的文化之结果，这种结果'反过来 

又让文 i[七与经济霸权不断增长的野蛮处于强有力的长期对峙中。似乎可 

以说，文化的衰落意味着它的纯自我意识不期而至。只有当文化被中立 

化和物化的时候，它才允许自己成为崇拜偶像。于是拜物教向神话学倾 

斜。一般来说，从古代到自由主义时代可疑的、早已烟消云散的温暖中 

出现的种种偶像都会让文化批评家心醉神迷，这种情况让人在文化的衰 

落中想起了它的起源。文化批评拒绝在物质生产机器之内不断整合意识 

的各个方面。但是由于没能看透这架机器，它便转向了过去，被即时性 

的承诺所诱惑。这种情况是它自己的引力使然，而并不仅仅是因为一种 

秩序的影响，该秩序认为自己不得不用反对非人性化（Entm enschlichung) 

和进步的呼声来湮没它在非人性化方面的进展。把精神从物质生产中隔 

离开来提高了它的尊严，但也让它在一般意识中成了一只实践中所犯罪 

行的替罪羊。这样，启蒙本身—— 不是作为一种实际统治的工具—— 就 

被抓住不放，成为被追究的对象。于是，文化批评的非理性主义应运而 

生。文化批评一旦把精神从与生活的物质条件的辩证法之中拉出来，它 

就会毫不含糊和直截了当地抓住精神，把它当作宿命论原则（P rin z ip d e r 

F a ta lM t)，并因此削弱了精神自身的那种反抗。文化批评家缺乏这样的洞 

察力：生活的物化不是因为启蒙太多，而是因为启蒙太少；而当前特殊 

理性对人的肢解则是总体非理性（totale Irra rio n a lita t) 的一大污点。废除 

这种非理性—— 这倒是与废除脑力体力劳动相分离的情况吻合一致——  

■盲目的文化批评来说会是一片混乱：无论是谁在美化这种秩序和形 

式，都必定会从这种僵硬的分离中看到一个永生者的原型。对于文化批 

评家来说，社会的致命分裂终有一天会结束乃是致命的天意。他宁愿一 

切结束，也不愿人类结束物化。这种恐惧与一些人的利益搭调合拍， 

他们^■于物质拒绝的永世长存兴趣颇浓。每当文化批评抱怨“唯物论” 

(M ateria fom us) 时，它都助长了这样一种观念—— 罪恶不在阻止人们消费 

商品的那个整体组织中，而在人们消费商品的欲望里：对于文化批评家 

来说，罪是饱足，而不是饥饿。如果人类能够拥有商品财富，那么或许 

就能摆脱文明化野蛮U iv ilis im e B a rb a re i) 的枷锁，而文化批评家们则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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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枷锁归因于人类精神过于发达，而不是社会状况的迟滞落后。文化 

批评如此喜爱的“永恒价值”所反映的只是持续不断的巨大灾难。文化批 

评家是靠文化那种神话般的顽固不化而茁壮成长的。 i

因为文化批评依托经济体制存在，所以无论其内容如何，它都卷人  

到了这种体制的命运之中。包 括 “闲暇”在内的生活过程越是被现代社 

会秩序统治得彻底一 ~那些东方国家首当其冲—— 所有的精神现象就越是 

会打上那种秩序的烙印。要么它们可能会以娱乐或教化的面目出现，直 

接为那个体制的万古长存加砖添瓦；同时它们也恰恰因其社会预成'性， 

所以会作为体制的鼓吹者受到喜爱。作为众所周知的、被盖章批准的内 

容，它们对一种退化的意识讨好奉承，并 以 “自然而然的”样子出场， 

允许自己认同于诸种权力，而这类权力横行霸道，除了留下虚情假意之 

外不给你其他任何选择。要么它们通过与众不同，成为稀罕之物，再一  

次成为适合市场销售的东西。在整个自由主义时代，文化跌落到了流通 

领域。因此，这一领域的逐渐凋敝也击中了文化的要害。随着企业中精 

于计算的分配机器不再考虑交易与其不合逻辑的漏洞，文化的商业化也 

在荒诞中达到顶点。完全被征服被管理之后，在某种意义上彻底被“养 

殖”之后，文化已经灭绝了。斯 宾 格 勒 （O sw ald Spengler) 的谴责—— 精 

神与金钱狼狈为奸—— 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因为他同情直接统治，他 

也就在倡导一种被剥夺了所有经济中介和精神中介的存在结构。他阴险  

地将精神与一种实际上已被淘汰的经济类型匆匆拼凑到一起。斯宾格勒  

不能理解的是，无论精神在何种程度上是这种类型的产物，它都同^•隐 

含着战胜这种类型的客观可能性。正如文化会在市场、贸易、交流和谈 

判中涌现出来（不同于为了个体的自我保护而进行的斗争），正如文化会 

在资本主义鼎盛时期与贸易紧密相连，正如其代表人物会被归人靠做中 

间商谋生路的“第三方 ” （d rk te Personen), 所以按照古典法则也被看作“社 

会必需品”（ge se llscha ftlichn o tw en d ig) 的文化，即在经济学意义上自我再 

生产的文化，最终被缩减到它的初始状态：纯粹的交流沟通。文化与人 

类事务的疏离终止在它对人性的绝对顺从上—— 那是一种已被供应商迷 

惑并转化为顾客的人性。以消费者的名义，操纵者们压制了文化中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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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了现存社会的总体内在性（to ta le lm m anenz) 的所有东西，并只允许 

它保留服务社会的明确目的。因此，“消费文化”才敢吹嘘自己不是奢侈 

品，而不过是生产的简单延伸。为操控大众而设计的政治标语则把那些 

不受人民委员们（Kom m issaren) 待见的所有文化齐刷刷地污名化为“奢 

侈”“附庸风雅”（Snobism us) 和 “曲高和寡”（h ighbrow)。只有既定秩序 

成为万物的尺度时，它在意识领域中的单纯再生产才变得真实可信。文 

化批评指出了这点，并 对 “浅薄”和 “内容空洞”（Substanzverlust) 进行 

了抨击。但是，把自己的注意力局限在文化与商业的纠缠里，这种批评 

本身也变得浮浅了。它追随着反动的社会批评家的模式，而他们不过是 

用 “生产性”资本去对抗“掠夺性”资本而已。实际上，所有的文化都共 

享着来自社会的罪恶感。它只能依靠已在生产领域形成的不义才勉强维 

持着自身的存在，这和商业领域的情况极为相似（参 见 《启蒙辩证法》）。 

结果，文化批评转移了这种负罪感：只要这种批评依然只是批评意识形 

态 ，它就还是意识形态。两种类型的极权主义政体寻求保护现状，防止 

其遭受哪怕是最后一点不顺从（Unbotm SBigkeit) 残痕的侵袭—— 它们认 

为即便是最奴颜媚骨的文化也是不顺从的—— 并可以最终把文化及其自 

省以奴性的名义定罪。它们压制着精神（而精神就其本身而言已变得无法 

忍受），所以它们觉得自己是净化者（R einiger) 和革命者。文化批评的意 

识形态功能所控制的恰恰是其真理，而这个真理就在于它对意识形态的 

反对•。反对谎言的斗争反而为赤裸裸的恐怖打开了方便之门。“一听到‘文 

化 ’这个词，我就会伸手去掏枪。” 111希特勒帝国文化院（dieh iderische 

R e ichsku lturkam m er) 的那位发言人曾经这样说。

然而，文化批评也只能如此尖锐地去责备文化，责备它沦落风尘， 

责备它在其衰落的过程中强暴了精神的纯洁自律，因为文化发端于脑力 1

[1] 这一说法应该是一句台词，出现在约斯特（H an nsjoh st)的戏剧作品《施莱格特》 

(ScWagercr, 1 9 3 3 )中。施莱格特的同伙弗里德里希•台尔曼在剧中说：“我一听到 ‘文化’这个词 

就要掏枪。” 由此暴露了国社党的心理。他实际上说的是：“我松开了勃朗宁手枪的安全栓。”相 

比之下，此表达不够精练，故 以 “掏枪” 之说取代。参见【英 U.M•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 

盂军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第 6 9页。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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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彻底分离。正是从这种分离（似乎也可以说是原罪） 

中文化才汲取了自己的力量。当文化简单地否认了这种分离而捏造出一 

种二者结合得很和谐的假象时，它也就退到了它自己的概念后面。精神 

唯有在成为绝对事物的幻觉中使自己完全脱离单纯的存在之物，它才在 

其否定性中真正定义了存在之物。只要精神中哪怕是最小的那部分参与 

了生活的再生产，它就依然效忠于生活。雅典的反市侩主义既是那些无 

须弄脏自己双手的人对那些为他们提供必要生活资料的劳力者的最傲慢 

的蔑视，也保留着一种超越全部劳动约束的生存图景。在把自己的不安 

意识投射到其受害者那里并把他们视为“下贱”（N ie d rig k e it) 的过程中， 

这样一种态度也在谴责他们忍耐的东西：人们屈服于生活再生产的流行 

形式中。所 有 的 “纯文化”（re in e K u itu r) —直都是让权力发言人不舒  

服的一个源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很清楚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让这个概 

念出现。与之相反，在涉及艺术评价的问题上，他们则倡导一种实用主 

义，这与两位伟大的形而上学家的激情形成了奇特的对照。现代资产阶 

级的文化批评当然过于谨慎了，以至于不敢在这方面公开地追随他们。 

但是这种批评在“高雅”文 化 与 “通俗”文化、艺术与娱乐、.知识与没 

有承担的世界观（un ve rb ind lich e W eltanschauung) 的分离中偷偷发现了舒 

服的来源。在反市侩主义的问题上，文化批评已大大超过雅典的上层阶 

级，就像无产阶级比奴隶更加危险。那个纯粹的、.自主的文化的现代观 

念表明，这种对抗性已变得不可和解。这既是毫不妥协地反对为他物而 

存在的结果，也是一种在其狂妄中把自己尊崇为自在的存在的意识形态 

的产物。

文化批评同它的对象一样盲视。让人认识到它自身的弱点------

种发端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的弱点，这是一件它所不能胜任的事 

情。任何一个社会只要违背了它自己的概念（即人类的概念），就不可 

能有完全的自我意识。虽然在历史动荡时期，主观意识形态的表现往往 

会导致客观的盲目性，但它并不需要对这种意识加以阻碍。相反，每一 

种形式的压制（取决于技术的水平）都是社会生存所必需的，而社会本 

身尽管存在种种荒谬，但确实在现有的条件下复制了它的生命，这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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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客观上产生了社会合法化的表象。作为一个对抗性社会中自我意识的 

缩影，文化和文化批评一样都无法摆脱这种表象，而后者则是将文化与 

文化自身的理想进行比较。在非理性与客观虚假隐藏在理性和客观必然 

性背后这一阶段，表象已成为全部。然而，借助于自己的真正力量，对 

抗'性也在意识的领域中重新出现。正因为文化在一个对抗性社会中肯定 

了和谐原则（d a s T rin z ip v o n H a rm o n ie) 的有效性，所以，即便是为了美 

化这个社会，它也无法避免用社会自己的和谐观念来对抗社会，从而陷 

人不和谐之中。肯定生活的意识形态会因理想的内在冲动而被迫站在生 

活的对立面。看到现实并非处处与自己相似，却转而屈从于一种无意识 

的致命动力，这样精神就违背自己的意志，就会被逼到辩护之外。当理 

论抓住人时，它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这一事实是建立在精神自身的客 

观 之 上 的 ，而精神由于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必然对意识形态失去 

信心。在意识形态与存在的无法兼容性的推动下，精神在表现其盲目性 

的同时，也表现出它试图摆脱意识形态的努力。被祛魅之后，精神就会 

在存在的赤裸中感知到赤裸的存在，并将其交付给批评。精神要么根据 

其 “纯原则” （reines P rin z ip) 这一永远值得怀疑的标准去诅咒物质基础， 

要么因为它与基础的无法相容而意识到自己的可疑位置。作为社会动力 

的结果，文化变成了文化批评，后者保留了文化的概念，但同时也毁坏 

了文化目前作为纯粹的商品和野蛮的手段的表现形式。这种批评意识仍 

然屈从于文化，因为它对文化的关注分散了对真正恐怖的关注。由此产 

生了社会理论对文化批评那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文化批评的过程本身 

就是永久批评的对象，无论是在其一般前提—— 它内在于现有社会——  

中还是在其具体的判断中都是如此。因为文化批评的顺从体现在它的特 

定内容中，而且它只有在这里才可能被确凿把握。与此同时，一种不愿 

屈 从 于 “经济主义”（O konom ism us) —— 相信世界的转变已在生产的 

增长中被耗尽的多愁善感—— 的辩证理论必须吸收文化批评，这种批评 

的真理就在于它自己能意识到非真理。对仅仅是一种附带现象的文化不 

感兴趣的辩证理论助长了伪文化的猖獗，并助长了邪恶的繁殖。文化传 

统主义与俄罗斯新暴君的恐怖是基本一致的。两者都盲目地把文化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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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整体，同时又把所有不是现成的意识形式排斥在外。因此，当批 

评把一种没有实体的文化带到法庭之上，或是认为所谓的文化的否定性 

要为真正的大灾难负责时，它们就与批评一样都是一种意识形态。承认 

文化是一个整体，就等于夺走了其真理的酵素—— 否定。对文化的欣然 

挪用与军乐演奏和战地绘画的气氛是协调一致的。辩证批评与文化批评 

的区别在于前者加强了文化批评，直到文化的概念本身被否定、实现 

和超越。

有人可能会说，又士文化的内在批评（im m a n e n te K rk ik) 忽略了一个最 

重要的东西：意识形态在社会冲突中的作用。假设一下，哪怕只是在方 

法论上，任何类似于文化的独立逻辑之类的东西都是在与文化的分裂（也 

就是意识形态的第一虚假前提， 勾结合作。根据这种观点，文化的实质 

不只存在于文化中，还在文化与外部事物、与物质生活进程的关系中。 

正如马克思在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中观察到的那样，文 化 “既不能通过它 

自身……也不能根据所谓的精神的普遍发展来理解”。该论点的结论是， 

忽视这一点，就是使意识形态成了一个基本问题，从而也就把它稳固确 

立了起来。而实际上，在完成了辩证转向之后，文化批评绝不能把文化 

标准实体化。批评通过承认文化在整体中的地位而保持其在文化方面的 

灵活性。没有这种自由，没有超越文化内在性的意识，内在批评本身将 

是不可想象的：只有那种没被对象完全吞没的人才跟得上对象的自发运 

动。但是，意识形态批判（Id e o lo g ie n k ritik) 的传统要求本身也受到了历 

史动力学的制约。这种批判原本是为了对抗唯心主义"一~•一种反映着文 

化拜物化的哲学形式。然而，今天根据存在来定义意识已成为打发掉一 

切不符合存在的意识的手段。真理的客观性（没有它，辩证法是无法想象 

的）已默默地被庸俗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所取代，也就是说，最终被资 

产阶级的主观主义所取代。在资产阶级时代，主流的理论是意识形态， 

而与之对抗的实践（p ra x is) 则站在其对立面。如今，理论几乎不再存在，

[ 1 ] 关 于 “第一虚假前提”，阿多诺在此处直接使用的是古希腊语7ipSTOv VeGS〇L 其宇面意 

思 是 **第一个谎言”“基本错误'此为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的一个术语，表示演绎中的第一个错误 

前提，即使结论在形式上是正确的，通常也会导致进一步的错误陈述。——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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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却在嗡嗡作响，仿佛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实践的齿轮发出的声 

音。在所有的阵营中，再也不敢设想一个未曾愉快地包括关于谁是其受 

益者的明确说明的句子—— 这正是这些论战曾经试图揭露的东西。但是 

非意识形态的思想不允许自己被简化为“操作术语” f11, 而是独自协助种 

种事物发声，否则，流行的语言就会切断它们的表达。所有先进的经济 

和政治委员会都认为，重要的是改变世界，解释这个世界则意味着瞎胡 

闹 （A llo tr ia ) —— 当这一刻到来之后，简单援引《提纲》PI来反对费尔巴 

哈已变得困难重重。辩证法也包括行与思（A k tio n u n d K o n te m p la tio n) 之 

间的关系。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用舍勒 (M ax Scheler)的话说，是“掠夺” 

(g e p liin d e rt) 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并将其稀释成普遍的相对主义， 

在这样一个时代，比忽视意识形态功能更加危险的是，以归类的、不合 

时宜的和行政管理的方式去判断精神现象，并将其同化到盛行的权力聚 

阵 结 构 （M achtkonste lla tion) 中，而精神本该是对此予以揭露的。与辩证 

唯物主义中的许多其他元素一样，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已从认识的工具变 

成了认识的紧箍咒（G Sngelunggew orden)。以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名义， 

意识形态的所有用途都被控制起来，从而取代了对它的批判。只要意识 

形态方便有利，没有人关心意识形态的客观内容。

不过，意识形态的功能变得越来越抽象了。早期文化批评家持有的 

怀疑已被证实：在一个通过把真正的教育当作一种特权，并通过束缚意 

识而否认广大人类对精神现象具有真实体验的世界里，这些现象的具体 

意识形态内容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有任何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来填 

充意识被剥夺之后的真空地带，并分散人们对这个公开的秘密的关注。 

在其社会效果的语境之内，一部影片给其观众提供的特定的意识形态教 

义大概也远不如回家后的观众对明星名字及其婚姻八卦所产生的兴趣更 

重要。诸 如 “娱乐”“消遣”之类的粗俗概念要比那些自命不凡的解释 

更合适，因为那些解释会把一个作家指定为中下阶层的代表，而把另一

[1】 此处阿多诺直接使用了英语表达“operaticmd terms' —— 汉译注 

[2] 这里的《提纲》是指马克思写于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中第十一条提纲是: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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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作家称作中上阶层的代表。文化已成为意识形态，它不仅呈现为客观 

精神的主观显现之精华，而且更呈现为私人生活领域。私人生活虚幻的 

重要性和自主性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它只不过是作为社会进程中的一

种附属物在苟延残喘。生活把自己转变成了物化的意识形态----- 种死

人的面具（d ie M a ske cksT o te n)。因此，批评的任务绝不是去寻求文化 

现象所归属的特殊利益集团，而是去破译那些体现在这些现象中的一般 

社会趋势，以及最强大的利益集团如何借助这种趋势做成了自己。文化 

批评必须成为社会的观相术（Physiognom ik)。整体越是脱离所有的自发 

性元素，越被社会中介和过滤，并且越是“意识”，它就越是成为“文 

化”。物质生产进程除了是生存手段外，它最终还会从其交换关系的起源、 

中显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即缔约双方彼此都对对方具有的那种虚假意 

识—— 意识形态。然而反过来，意识同时也日益成为整体运作中的一个 

单纯的过渡因素。今天，意识形态意味着以表象呈现的社会。虽然意识 

形态被总体（TotaJitSt) 中介着，总体背后还有局部的统治、H e rrscha ftde s 

P artiakn)，但是意识形态并不能简单化约为一种局部利益。可以说，意识 

形态所有的部分都平等地靠近中心那里。

要么在意识形态的一般概念下从外部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提出质 

疑，要么用文化自身已经晶化而成的规范去对它进行质询，这种非此即 

彼的选择都不能被批判理论（kritisch e T h e o rie) 所接受。坚持在内在性和 

超验性之间做出选择就是退回到黑格尔与康德论战时所批判的传统逻辑 

中。如黑格尔所言，每一种设定出界限并把自己限制在对象界限内的方 

法最终都会超越界限。超越文化的立场在某种意义上已被辩证法预设为 

那种不预先对精神领域顶礼膜拜、俯首称臣的意识。^辩证法意味着对* 

所有的物化都毫不妥协。旨在总体性的超验方法（transzendente M ethode〉 

似乎比预设了一个可疑整体的内在方法更为激进。超验批评家假定了一 

种阿基米德式立场（Archim edean p o s itio n)，它凌驾于文化和社会的盲目

[1】 德语原意是“不预先对箝神领域顶礼膜拜、俯首称臣”，但英译者丢掉了这层否定的意 

思，疑有误： The position transcending culture is in a certain sense presupposed by dialectics as the consciousness 

which does succumb in advance to the fetishizarion o f the intellectual sphere。------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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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上，从这种立场出发，无论总体性多么巨大笨重，意识都能使它进 

入一种不断的流动之中。对整体的攻击可以从以下事实中获得力量：这 

个世界上统一性与整体性（E in h e itu n d G a n z h e it) 的表象是伴随着物化 

(亦即伴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出现的。但是在某些国家那里，那种对意识 

形态斩立决式的清除（sum m arischeA bfertigang) 已成为制造犬儒式恐怖 

(zyn ische r T e rro r) 的托辞，它 对 “客观主义”发出禁令，却把那个整体 

捧得太高。这样一种态度等于是从社会那里全部买进了文化，却不管 

它的用途是什么。假如意识形态被定义为一个社会必需的表象，那么这 

个意.识形态在今天就是社会本身，因为它的整体力量和必然性，它那种 

压倒一切的自在存在代替了这个存在已消灭的意义。选择一个现有社会 

统治之外的立足点，就像建立一些抽象的乌托邦那样不切实际。因此， 

对文化的超验式批评就像资产阶级的文化批评一样，认为自己不得不回 

到 “自然性”（d a sN a tiirlich e n) 的理念那里，而这种理念本身就是资产 

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元素。对文化的超验性攻击经常使用虚假逃避的语 

言，即 “自然人”（d ieN a tu rbu rschen) 的语言。它轻视精神及其劳动，认 

为毕竟只是 人 为 的 ，只是为了掩盖“自然的”生活。由于这种所谓的 

无价值，这些现象为了达到统治的目的，便允许它们自己被操纵和被贬 

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对文化批评的贡献寥寥无几： 

他们缺少处理这方面事情的经验。在希望像用海绵一样抹去整体的时 

候 ；他们发展出一种与野蛮的亲密关系。他们不可避免地同情那些更原 

女台、更没有差别的东西，而不管这与精神生产力（ge is tig eP rod uk tivk ra ft) 

的水平有多大矛盾。对文化的全盘否定成为宣扬最粗俗、“最健康”甚至 

是压制性的东西的借口；最重要的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长期冲突，尽 

管二者都被打上了同样的标签，但这种冲突却总是根据占有它的管理者 

的标准，顽固地朝着有利于社会的一方得到解决。从那里开始，这距文 

化的官方'陕复已只有一步之遥。与这种情况作斗争的是本质上更为辩证 

的内在批评。它严肃对待这样一个原则：虚假的并非是意识形态本身， 

而是它假装与现实相符。对精神现象和艺术现象进行内在批评，就是通 

过分析其形式和意义，努力抓住它们的客观理念与其伪装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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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作品所表达的生存结构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进行命名。这样的批评 

不会止步于一般性地认出客观精神的奴役状态，而是会极力转化这种知 

识，以此提高对事物本身的认识。只有当文化的否定性（N e g a riv ititd e r 

K u k u r) 揭示了认识的真实或虚假，思想的坚定或疲软，结构的紧凑或松 

散，修辞的结实与空洞时，对它的理解才会具有约束力。当它发现不足 

之处时，它不会匆忙地将其归因于个人及其心理，那只是失败的伪装， 

M 是试图从对象各时刻的不可调和性中去寻找原因。它追求的是其种种 

疑造逻辑，是任务本身的不可解决性。在这样的二律背反中，批评认识 

到社会的自相矛盾。依据内在批评，成功的作品并非是在虚假的和谐中 

解决了客观矛盾，而是通过体现在其内在结构中那些纯粹的、不可调和 

的矛盾，否定地表达出和谐的理念。面对这种作品，“仅仅是意识形态” 

的论断失去了意义。但与此同时，内在批评也明确地表明，精神一直都 

处在某种魔咒之下，神志不清。精神单靠自己是不能解决那些让它费心 

劳神的矛盾的。即使是精神对自身失败最彻底的反思，也依然有其局 

限，因为它仅仅停留在反思层面，却没有改变其失败所见证的存在。因 

此，内在批评无法在它自己的理念中获得慰藉。它既不能过分自负地认 

为自己沉浸于思想之中就能直接解放精神，也不能过于天真地相信，只 

要阻止了对虚假整体的主观认识从外部侵扰对对象的确定，那么借助事 

物的逻辑坚定地沉浸于对象就必然会走向真理。如今，辩证法越不以黑 

格尔的主客体同一性为前提，就越不得不注意要素的二元性。它必须认 

识到社会的总体性，也必须认识到精神参与在社会之中，而这种认识又 

必须与对象中具体内容的固有要求（即客体必须被如此理解）联系起来。 

因此，辩证法不允许任何对逻辑整洁的要求来侵犯它从一个类属到另一 

个类属的权利，不允许通过对社会的一瞥来阐明一个本身封闭的对象， 

不允许把一张对象无法兑付的账单交还给社会。最后，对于从外渗进来 

的知识和从内钻出去的知识之间的对■立，辩证法也要保持怀疑，因为从 

这里恰恰可以看到辩证法必须谴责的物化的征候。前者的抽象分类和行 

政化思维正好相当于后者中那种对看不到其起源的事物进行物神崇拜，

而这已成为专家的特权。不过，如果说顽固的内在沉思有回到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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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险，即形成既掌握自己又控制现实的自足的精神幻觉，那么，超验 

沉思的危险在于它会遗忘概念的工作，而满足于规定的标签、僵化的谩 

骂 （最常见的是“小资产阶级”）和从上面下发的圣旨（Ukas)。拓扑思 

维 （topologisches D enken) 知道每一个现象的位置，却对它们的本质一无 

所知，它与割裂于客体经验的偏执的妄想体制暗通款曲。借助于机械作 

用的范畴，世界被划分为黑白两色，从而为曾经被概念反对过的统治做 

好了准备。一旦放弃了与客体的自发关系，没有什么理论（即便它是真实 

的）能避免在倒错（P erversion) 中走向五迷三道。辩证法必须防范这种 

情况，就像防范文化对象的奴役一样。它既不赞成对精神顶礼膜拜，也 

不支持对精神仇恨满腔。辩证的文化批评家必须既参与到文化之中，又 

游离于文化之外。只有这样，他才能公正地对待他的对象和他自己。

传统的意识形态超验批判已陈腐过时。大体而言，这种方法已屈服 

于那个物化，而物化正是它所批判的主题。通过把因果关系的概念直接 

从牧f质自然领域转换到社会之中，它也就落到了它自己的对象的后面。 

虽然如此，超验方法依然可以提出如下申诉：它只是在社会本身被物化 

的范围内使用了物化这一概念。通过因果关系概念的粗糙和严厉，它声 

称举起了一面镜子，反映了社会自身的粗糙和严厉，反映了社会对精 

神的贬低。但是，今天这个黑暗的一体化社会（E inheksgese llsd ia ft) 甚 

至不再容忍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因果依赖理论曾经提到的那些哪怕只是相 

对独立的、具有差异性的时刻。在这个世界正在变成的一座露天监狱 

(F re ilu ftg e fin g n is) 中，弄清楚谁依赖谁已不再那么重要，这就是万物归 

一所带来的后果。所有的现象都僵化了，变成了所是之物的绝对统治的 

勋章。再也没有“虚假意识”这一本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了，只有以复 

制世界的形式为世界打的广告，和不求被相信只下令肃静的煽情谎言。 

因此，文化的因果依赖问题，一个似乎体现了某种事物—— 文化被认为 

仅仅取决于这种事物—— 的声音的问题，便具有了某种蛮荒的意味。当 

然，甚至内在方法最终也会被这超过。它被它的对象拖进了深渊。文化 

的物质主义透明性没有使它更诚实，而只是使它更粗俗了。文化通过放 

弃自己的特殊性，也已放弃了自己的真理之盐（S a lzde rW a hrhe k)，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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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盐曾存在于它与其他特殊性的对抗之中。在它所否认的责任面前追究 

它的责任，只会证实文化上的浮夸。中立且现成的传统文化在今天已变 

得一文不值。通过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被俄国人假惺惺地回收利用的 

文化遗产已变成了最高程度的消耗品—— 多余的垃圾。而那些大众文化 

(M a sse iiku ltu r) 的得利者之所以可以指着它咧嘴而笑，是因为他们本来就 

这样对待它。一个社会越是总体化，精神的物化程度就越严重，而精神 

单靠自己逃离其物化的尝试也就越自相矛盾。就连最极端的末日意识也 

有沦为茶余饭后之闲谈的危险。文化批评发现自己面临着文化与野蛮之 

辩证法的最后阶段。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甚至侵蚀到这样一 

种认识：为什么写诗在今天已变得不可能了。绝对的物化曾把精神的进 

步预设为自己的要素之一，如今却有吸收整个精神的架势。如果批判精 

神将自己局限于自我满足的沉思之中，它就无法应对这种挑战，

2014年 8 月初译 

2022年 5 月初校 

2023年 6 月再校



奥斯维辛之后的形而上学[1]
—— 对自我的清算

在上一讲的最后，我试图解释为什么时间因素会决定性地影响我 

们对形而上学的思考，并对形而上学经验本身产生影响。我想直接告诉 

你们，如果从纯粹主观的意义上来看待这些评论，即认为在目前的条件 

下拥有形而上学的经验更为困难，那将是错误的。那就完全误解了我想 

用语言传达给你们的意思，而我的这些语言不可避免地过于乏味了。当 

然，也存在主观上的困难，但考虑到主观经验和客观经验在这个领域的 

相互交织，这两者无法像在一个天真的、不加反思的意识眼中那样被截

[1] 此篇译自  Theodor W. Adorno, Me呼 Cbncept and •Problems：, ed Rolf Tledemann; trans* 

Edmund Jephcott,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pp. 103-111. “形而上学：概念与诸 

问题” 是阿多诺在年夏季开设的一门课程，这一课程实际上是在为《否定的辩证法》的写作进 

行前期准备。此课共分18讲，在进行到第13讲 （ “Athens and Auschwitz” ， 13 July 1965 )的最后部分时， 

阿多诺指出，今天的形而上学经验或形而上学概念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作为这方面 

的一个标志（sign〉—— 符 号 （sym bol)这个词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我们关心的是最具象征意义的 

琪I f —— 我@ 选择奥斯维辛。通过奥斯维辛一我指的不仅仅是奥斯维辛，还有在奥斯维辛之后仍 

然存在的酷刑世界，我们正在从越南收到最可怕的报道一通过所有这一切，形而上学的概念连它 

最深的核心部位都已经被改变了。那些继续参与旧式形而上学的人不关心发生了什么，与它保持一 

定的距离，认为它是在形而上学之下，就像一切仅仅是世俗的和人类的东西，从而证明自己是非人 

类的。而在这种态度中必然存在的非人性也必然会感染以这种方式展开的形而上学的概念。因此， 

我想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坚持存在的积极意义或目的的在场是不可能的。” （第 101页）而第 14讲 

( “The Liquidation of the Self" ,1 4 July 1 9 6 5 )则 以 “对自我的清算” 为题，展开了对奥斯维辛与形而 

上学的关系的思考，因此，编者把第13讲中间部分之后的内容命名为“奥斯维辛之后的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after Auschwitz)。此部分内容与《否定的辩证法》中第三部分内容tt对形而上学的沉思w 

相映成趣，故可对此二者进行“对位阅读'  ——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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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分离，对这种意识而言，这一切都仅取决于人们今天碰巧对形而上学  

是何感觉，但对它的客观内容却丝毫没有改变。我的论点恰恰是针 5^这 

种态度的，只有当你们以深刻的、远非无伤大雅的方式对待我要说的话 

时，你们才能正确理解我的意思。从我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 的分  

析和阐述中，你们会注意到整个形而上学在多大程度上被肯定的一面所  

填充—— 当然请原谅我，有 些 东 西 很 难 被 “一面”所填充—— 肯定的要素 

对整个形而上学的构想是多么重要。因此，你们将会看到这个理论——  

哪怕没有神圣之力的影响，存在本身就其性质而言，也以目的论的方  

式指向神圣—— 这在多大程度意味着什么是有意义的。亚里士多德由此  

得出结论—— 我提到这一点是为了充分阐明我在此所关心的形而上学问 

题—— 物质，作为被可能性所代表的事物，必须被赋予某种目的性；尽 

管这与他自己关于完全抽象和不确定的可能性学说有些矛盾，但他仍然  

坚持这一点。面对我们所拥有的经验，不仅通过奥斯维辛集中营，而且  

通过引人酷刑将其作为一种永久性制度，通过原子弹—— 所有这些都形  

成了一种连贯性，一种地狱般的统一体—— 面对这些经验，所 谓 “存在是  

有意义的”的主张，以及几乎无一例外被归为形而上学的肯定性质，都 

成了一种嘲弄；在受害者面前，这完全就是不道德。因为任何一个用这 

种意义来搪塞自己的人，都会通过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在一个秘密的存  

在秩序中，这一切都将会有某种目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缓和已发生的  

不可言说的和不可挽回的事情。换言之，可以这样说，鉴于我们所经历 

的—— 我想说那些并非直接受害的人也有这种经历—— 不可能有谁的经验 

器官没有完全萎缩，不可能有谁会以为奥斯维辛之后的世界，也就是奥  

斯维辛成为可能的世界，与之前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而且我相信，如 

果一个人仔细观察和分析自己就会发现，意识到生活在一个这一切可能  

发 生 -不 仅 可 能 再 次 发 生 ，而且可能第一次发生—— 的世界里，这种意  

识在一个人哪怕最隐秘的反应中也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因此我会说，这些经验具有令人信服的普遍性，如果一个人不想拥 

有这些经验，就确实必须对世界的进程视而不见。鉴于这些经验，从形  

式上被嵌入形而上学的一种目的或意义的主张已转变为意识形态，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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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转变为一种空洞的安慰，而这种安慰同时又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了 

一种非常精确的功能，那就是让人们保持一致，遵守秩序。毫无疑问， 

形而上学总是有它的意识形态面向，要详细地证明伟大的形而上学体系 

是如何在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作用的并不困难。但除非我搞错了，否则在 

这一点上已发生了质的飞跃。也就是说，旧的形而上学体系虽然通过坚 

持这一意义要素而改变了现有秩序，但它们始终同时具有真理要素；它 

们试图了解所是之物，并获得关于神秘和混乱的确定性。在较旧的形而 

上学中，正如在其意识形态的性质中一样，人们总能证明这种真理的要 

素，证明这种不断增长的理性力量，它会理解与它相反的东西，而不是 

满足于单纯的非理性。这一点在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 as A qu inas) 

的形而上学中表现得最为出色，它试图使基督教教义与思辨性思想相一 

致，并有可能将仅仅是武断地假定和教条地灌输的东西转变为一种批 

判一 -无论这种批判在托马斯主义哲学中是多么正面。现在这种情况已 

经结束。这样的意义解释已经不再可能了。我相信我已经讲过，在我看 

来，让 -保 罗 •萨 特 （Jean-P au lS artre) 的成就不应被忽视—— 尽管我认 

为他的哲学非常不连贯，也不足以真正成为一个哲学结构一他是第一个 

不加任何修饰地阐述这一认识的人。在这方面，他远远超越了叔本华，当 

然叔本华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悲观主义者，他强烈反对形而上学的肯定性 

质 （你们可能知道），尤其是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然而，在他的作品中， 

他甚至把这种否定性变成一种形而上学的原则，即盲目意志的原则。由于 

该原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原则，因而是一种反思的范畴，它包含着人类否 

定它自己的可能性。因此，他也提出了否认“生命意志” （W ill to liv e ) 111 

的想法。鉴于已经并将继续对生者犯下的罪行，鉴于这种罪行可以增加到 

一个难以想象的程度，这种否认几乎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想法。我的意思

[ 1 ] 叔本华的 “否认生命意志学说” 构成了他那与道德哲学相关的体系的一部分，可 见 《作 

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第 1 卷第 4 篇中的第6 8节和第2 卷中的第4 8章。另见《附录和补遗》第 

2 卷中的第  14 章 （cf. Schopenhauer, TTie IVbr/rfas Witf and Ke/vese/imabu, trans* E. F. J, Paync* New York 

1958, vol. 1, pp. 378ff, vol. 2, pp. 603ff; Parerga and Paralipomena, trans. E. F. J. Payne, Oxford 1974, vol. 2, 

pp.312ff)。一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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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一个所知道的事情远比死亡更糟糕的世界里—— 不朝人们脖子上开 

枪是为了慢慢将他们折磨致死一一否认生命意志的教义本身也有些天真， 

而叔本华正是因这种天真才批评哲学家的神正论（theodicies)。

里斯本大地震之后，莱布尼茨的追随者伏尔泰放弃了莱布尼茨世  

界 的 解 释 （莱氏认为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并转向了 

洛 克 （他是当时最进步的人物）的经验主义。[11不可否认，莱布尼茨的 1

[1] 1755年 11月 1 日，葡萄牙首都被一场地遝彻底摧毁，四分之一的居民在地震中丧生。伏

尔泰深受震撼，写下了他的《咏里斯本灾难—— 对格言“一切皆美好”的检视》：

呜呼！不幸的凡人！呜呼！悲惨的大地！

呜呼！所有凡人可怕的汇集！

沉湎于痛苦无济于事！ '

在母亲怀中逝去、满身是血的孩子们啊 

他们犯了什么罪，作了什么恶？

比起伦敦，比起巴黎，不复存在的里斯本 

难道有更多的恶，更耽于淫乐吗？

里斯本毁灭了，巴黎却依旧歌舞升平。

这世界，这骄傲和谬误的舞台， 

充满了叨唠着好运的不幸之人。

我们的悲伤，我们的懊悔，我们的不幸，无以计数。 

过去于我们只是悲惨的记忆；

若无未来，现在即是可怖，

坟墓般的暗夜毁灭了思考的生命。

总有一天，一切都会美好，这是我们的期望；

今天一切皆美好，这是我们的幻想。

伏尔泰的这首诗(它与另一首《论自然法则》一起作为一本书出版)，于1759年被定罪并被焚毁。 

卢梭的《论天道的信》的写作日期是V756年 8月 1 8日，他后来在《忏悔录》中恰如其分地评论了 

伏尔泰的这一点：“看到那个可怜的人感到蕋惊，可以说，是被名誉和成功压得喘不过气来<•然而， 

我还是痛苦地抱怨着今生的不幸，发现一切都不好，于是我制定了一个疯狂的计划，让他回到自己 

身边，向他证明一切都很好。伏尔泰虽然表面上一直相信上帝，但实际上他只相信鹿鬼，因为他所 

谓的上帝不过是一个恶毒的存在，按照他的信仰，他只会以伤害为乐。”（Rousseau, rAeConftss/ons, 

trans.J .M  Coheir Hatmondsworth 1953, pp.399f) 以及：“与此同时，伏尔泰发表了他答应给我的回寞。 

他的回复完全不亚于他的小说《老实人》……”（ibid.,p. 400)伏尔泰的诗采用了蒋明炜等人的中译， 

见 《伏尔泰文集》第 10卷 《老实人•天真汉•咏里斯本灾难》，蒋明伟、闫索伟，蔡思雨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 227—228、247—248页，一 英译注暨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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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言并不像看上去那么乐观，而只是指最优，最低限度的最优世界。但 

是最终，这样一场有限的自然灾难与社会的自然灾难—— 它在向总体蔓 

延，而其现实性与潜在性则正是我们如今正在面对的—— 相比又算得了 

什么，尤其是当社会产生的邪恶形成了如同真正地狱一般的东西时。这 

种情况不仅会影响到形而上学的思想，还会影响到形而上学的内容，就 

像我给你们展示的那样，影响到与意义要素相关的内容。在这一点上， 

也许我可以补充说，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这种情绪更可鄙、更配不上 

哲学的概念、更配不上哲学曾经想成为的东西，这种情绪在德国尤其普 

遍 ，它相当于一种信念，认为仅仅因为意义的缺席令人无法忍受，所以 

些指出意义缺席的人就应该受到指责。这种情绪导致人们从这样一个 

假设中得出结论：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里，生活是无法忍受的，结果 

是 （因为不应该存在的东西不可能存在）意义必须被构建：因为毕竟，存 

在着一种意义。如果我可以向你们揭示“本真性的黑话” [l i的真正含义， 

那我其实不只是在批评这种或那种语言上的陈词滥调—— 我本不应该如 

此不幸地接受这些。我真正攻击的—— 如果你们拿起那本小书，我会要 

求你们在这一点上完全了解一-恰恰是对意义的假设，而它成立的唯一 

的理由是必须有一个意义，否则人们就无法生存：这个意义的假设是一 

个谎言。而在德国，我觉得这种假设已经溜进了语言之中，到了令人担 

*忧的地步，以致它不再从思想中明确地表达出来。这就是我在那本书中 

如此大力抨击某种语言形式的原因。

因此，简单地说，形而上学思想与世俗经验之间的传统兼容性已被 

打破。正如我在比较伏尔泰的处境和我们自己的情况时所指出的那样， 

发生了一种从量到质的转变。数以百万计的死亡已经获得了一种前所未 

有的令人恐惧的形式，并且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细微差别。“细微差别” 

(N uance) —— 面对一个人想要表达的东西然而语言却实在缺乏语词来 

将之表达时，仅仅是使用这个词语就已经是一种耻辱了；这实际上是无 1

[1] Cf. Theodor W. Adorno, The Jargon  o f  Authenddryy trans. Knut Tarnowski and Frederic 

Evanston 1973.------ 英译注



0 7 2 丨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论笔选

法言说的。这就是现在这些东西只能从物质层面加以理解的最有力的证 

明。今天，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令人恐惧。在这一语境中，也许我可 

以提请你们注意一下让 •阿梅里 （Jean A m 6ry ) —— 这是一个我完全不  

认识的作者—— 的一篇关于酷刑的文章，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墨丘利》 

(M e出 i r ) 111上。这篇文章的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与我自己的观点不一 

致，但作者确实相当令人钦佩地表达了这些事情所带来的经验岩层（ro c k  

strata o f experience) 的变化。我心中的变化也可以用这种也许是最简单的 

方式表达出来，即宣称死亡，以它所呈现出的形式来看，已不再符合任 

何个人的生活。因为说死亡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成不变的，这显然是一个 

谎言；死亡也是一个相当抽象的实体（e n tity) , 在不同的时代，死亡本 

身可能也不尽相同。或者有人可能会说，如果你不介意我的文学参考文 

献有问题的话，现在已经没有史诗或《圣经》中的死亡故事了； 一个人 

不再能够死于疲倦、衰老和对生活的满足。我想向你们说明的另一方面 

的情况是，老年，连同智慧这样的范畴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已经不复 

存在了；而老年人，因为他们注定要衰老，身体会变得过于虚弱以致无 

法维持自己的生命，所以成了科学的研究对象—— 人们所说的“老年学” 

便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年龄被视为第二弱势群体，于是，未来以某 

种非人道形式（无论它源自何处）所执行的安乐死之类的事情就变得可 

以预见。因此，生命作为一种自身圆满和封闭的东西与死亡的和解，一 

种总是有问题和不稳定的和解，如果它存在的话，可能是一个幸福的例 

外一一这种和解在今天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想说的是，《存在与时间》所釆用的方法—— 在这里我想对“本 

真性的黑话”多做一些评论—— 具有意识形态，尤其是当它的作者试图 * 7

[1] 参见让 •阿梅里《严刑拷打》 （ “Die Tortur” ， in Mer/cur 208, vol. 19 [1965】，pp. 623仔 [Issue

7, July 1965]) ; S S - S J e a n  Amcry, Jen scits  von SchuJd und Siihne. B ew iiltigungsversuche 

eifles 2nd edn, Stuttgart 198〇, pp. 46ff。《墨丘利》，副标题为 “德意志欧洲思想期刊”，

1947年创刊，是战后德国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评论刊物，包括阿伦特、海德格尔、阿多诺、布洛 

赫、伽达默尔、哈贝马斯、施密特等等大名鼎鼎的思想家，都在该期刊发表过文章。—— 英译注暨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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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此在之可能的整体存在”（Dasein's possib ility o f Being-a-W hole) [11 为 

基础来理解死亡时，在这种尝试中，他压制了生活经验与死亡的绝对不 

可调和性，这种不可调和性随着实证神学（positive re lig ions) 的最终衰落 

而变得显而易见。他以这种方式寻求将死亡体验的结构作为“此在”的 

结构、作为人类存在本身的结构来拯救。但这些结构正如他所描述的， 

只存在于实证神学的世界中，因为后者有复活的积极希望；海德格尔没 

有看到，通过至少在其作品中默默假设的这种结构的世俗化，不仅这些 

神学内容被瓦解了，而且没有它们，这种体验本身也不再可能。我真正 

反对这种形式的形而上学的原因是，它偷偷摸摸地想在没有神学的情况 

下挪用神学假定的经验可能性。为了避免误解—— 尽管误解不大可能发 

生—— 我必须补充说，鉴于历史的意识状态，我的话当然不应该被解释 

为是在推荐神学，即仅仅是因为有宗教保护，所以好像死亡变得更容 

易。现在，如果有人说死亡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绝对控制之下，包括他 

们的大规模灭绝，那他便不得不说，从世俗的角度看，这种变化意味着 

人们所遭受的适应过程已被设定为绝对的，就像酷刑是一种极端的适应 

形式一样。像 “洗脑”（brainwashing) 这样的词已经表明，通过这些可怕 

的手段，包括对精神病患者的电击治疗，人类将被强制标准化。任何细 

微的差别，任何与主导倾向相关的偏差，都必须根除。

换句话说，我们在形而上学中所经历的变化，在最根本的层面上， 

是自我及其所谓物质的变化。这是对旧的形而上学试图通过将灵魂作为

[ 1 ] 参 见 《存在与时间》第二篇 “此在与时间性” 中第一章“此在之可能的整体存在与向死 

亡存在” （Hddegger,Seir^;mdTi'me,pp. 2W f ) • “在 世 的 ‘终结 ’ 就是死亡，这一终结(S于能在或 

者说是属于生存，它在任何情况下都限定和决定着此在向来就可能的整体性“当此在在死亡中 

达到其完整时，它就同时失去了它‘那里 ’ 的存在/  (ibid., PP. 276-277, and 28〇, 也见阿多诺在《本 

真性的黑话》中的批判（1〇7 ^ 知炉《1〇/ ^ 1« ^ £̂ 0巧 1>11 3 (^ )。上述海德格尔译文参见《存在与时 

间》, 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 281页 . —— 英译注5 !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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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存在于自身的理性学说所包含的东西的清算。布莱希特用他的公式 

描述了这种经历，尽管那是一种非常不确定和模棱两可的方式：“人就是 

人。” W我只想指出（但不会在这几次讲座中详细讨论这一问题）就是在

这里，在对自身 （ the self) 或 自 我 （ the ego) 的清算问题上，在人性丧 

失 （depersonalization) 的问题上，最深奥的形而上学问题被掩盖起来了； 

因为这个自我本身作为自我保护原则的化身，在其最深处的核心部位涉 

及社会罪责的语境。而在今天的社会清算中，自我只是为它曾经靠自我 

设定所做的事情买单，偿还其孽债。这是一个我在这里只能触及一下的 

形而上学的反思视野，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严肃地谈论这些事情，除非 

他至少知道关于人本身的概念—— 对于许多人来说，例如最近去世的马 

丁 •布 伯 （ Martin Buber)，形而上学的实体本身已经被撤离和集中到了人 

本身的概念中—— 并不是为了解放人类可能不同的东西而需要被移除的 

节点。因此，我们不应该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对自我的清算看作绝对邪 

恶和消极的，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将某种本身与邪恶纠缠在一起，并在 

其内部带有一种阻止它被实体化的历史动力的东西变成善与恶的原则。 

然而，对于在普遍的社会生产条件下被盲目的自我保护原则所束缚的人 

们来说，这种自我的清算才是最可怕的。在目前的情况下，为了认识我 

刚才提到的自我与自我解体之间的辩证法，或者为了洞察现状，所需要 

的恰恰是自我在面对被历史趋势所阻碍、现在越来越少的人所认识到的 

主导趋势时那种不屈不挠的、正确无误的力量。因此，在集中营中终结 

的不再是此自我或彼自身，而是—— 正如我和霍克海默几乎在一代人之 

前 于 《启蒙辩证法》[2>中说的—— 仅为样本（specimen) ; 几乎就像在活 1

[1] C£ Brecht, A  Man's A M ant in Baal, A Man's A Man and The Elephant Colf̂  trans. Eric Bentley, 

New York 1964, pp. on the status of the text o f the play, written in 1924-6, cf. Brecht, G esam m elte

W crke in acht B anden, Frankfiirt/Main 1976, vol. 1 ,  pp. 363, n. and p. 4  * . ------ 英译注

[2】 参见，例如，论 “文化工业” 的那一章：“每当文化I 业依然天真地发出认同的邀请时， 

它马上就会被撤回。再也没有人能逃避自己了 • 以前，一位观众在电影中看到的婚礼仿佛就是他自 

己的婚礼。如今，银幕上的幸运演员与每一个公众成员都是同一类别的复制品，但这种等同只表 

明了人的元素不可逾越的分离• 完美的相似就是绝对的不同。类别的同一性禁止个别案例的同一 

性。反讽的是，作为物种一员的人类却被文化工业变成了现实。现在任何人都只意味着他可以取代 

其他人的那些属性：他是可以互换的，一个副本而已，作为一个个体，他是完全可以（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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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解剖中那样，它只是可以简化为肉身（body) 的个体实体，或者如布莱 

希特所言m ，是受折磨的实体（to rtu ra b le e n tity)，如果它有时间通过自杀 

逃避这种命运，它就会感到快乐。因此，有人可能会说，种族灭绝、人 

类灭绝和把人们集中在一个总体中—— 其中一切都被纳人自我保护的原 

则之下—— 是一回事；事实上，这种种族灭绝的确是绝对的整合（absolute 

in te g ra tio n)。人们可能会说，所有人与其概念的纯粹同一性无非就是他们 

的死亡—— 最令人惊讶和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将绝 

对•自由等同于死亡的理论预见了这一想法，尽管它带有完全不同的反动 

腔调。1："我不需要对黑格尔当时所想到的对“法国大革命”的谴责进行辩 

论 ，但事实是，早期的黑格尔以他无与伦比的思辨力隐约意识到这样一个

(接上页）被消耗的，也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而当时间剥夺了他的这种相似性时，他才会发现确实如 

此 0 "  (Theodor W. Adorno and Max Horkheimcr, Dia/ecdc o f  Enlightenment, trans. John Cumming, London/ 

New York 1997, pp. 145-146 )将个体简化为其物种的样本是《启蒙辩证法》的中心思想之一•然而在  

“反犹主义要素” 中，虽然逻辑理论被追溯到灭绝集中营，但 “样本” 的表述是缺乏的：“在大规模 

生产的世界中，固定模式取代了个体类别……即使在逻辑的框架内，如果概念只是在外在的层面上 

与特殊性偶然相遇，那么一切代表社会差异的东西就会受到威胁。每个人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没有 

折中办法 . 缺乏对主体的关注使管理变得容易。一些族群被迫迁移到不同的地区，带着犹太人标记 

的个体则被送进了毒气室/  (ibid., PP.201f) P乂上中译文参见[德 ] 马 克 斯 克 海 默 、西奥多-阿道 

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 1 6 2 -  

167、226—227 页。

关于讲座的文本，可参见《否定的辩证法》中的平行段落：“在集中营中，死亡的不是个 

体，而是样本—— 这一事实必然会影响那些逃脱了行政管理措施的人的死亡（Adornc^Afegatire 

rVakctfcs, terns. E.B. Ashton, London 1990, p. 3 6 2 )特别是该书的结论：“最小的内部世界特征是与绝对 

相关联的，因为微观视野会砸碎那种按照归属性总括概念（ subsuming cover concept) 被无望地孤立 

起来的东西的外壳，炸开它的同一性，即它仅仅只是一个样本的错觉。” (ibid.,p_ 408)中译文参见[德 ] 

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 3<52、4 0 9页。一 英译注 

迺汉译注

[ 1 ]  参见布莱希特的诗歌《难民W B .自杀论》 : °所以未来在黑暗中，而正义的力f l / 是微弱的。

这一切对于你显而易见/ 当你摧毁这具受折磨的身体时” （ Brecht Poems I9m 95tf,ed . John Willett 

and Ralph Manhcim, London 1976, p. 363) „ ------ 英译注

[ 2 ]  参 见 “绝对自由与恐怖” 一节：“因此，普遍自由所能做的唯一工作和行动就是死亡，而 

且是一种没有任何内涵和实质内容的死亡，因为被否定的东西是绝对自由的自我的虚空点. 因此， 

这是所有死亡中最冷酷最吝啬的死亡，比砍下一颗卷心菜或吞下一口凉水更没有S 义 

jWienome/ioJcgy o f  Spirit, trans> A.V. Miller, Oxford 1977, p. 3 6 0 )中译文参见[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 I I 9 页，一 英译注S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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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实 ：绝对的自我肯定和对一切生命的绝对否定，因此最终也.是种族灭 

绝 ，是同一回事，在超过一百五十年前的那个时间中，在当时的历史视  

角里，这种事情还是完全不可预见的。在这方面，科贡在他关于“党卫军 

国家” 一书中提到一个表述，据说该表述是党卫军的亲信用来对付临死前  

依旧很认真的《圣经》学者的，这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据说他们 

对这些学者说：“明天你们会像烟一样，从这个烟囱飘向天堂。” W 这无疑  

是我们今天被迫目睹到的对形而上学观念和形而上学本质本身邪恶歪曲  

的最准确表述。

当我指出这些经验影响到每个人而不仅仅是受害者或侥幸逃生者  

时，这并不仅仅意味着我试图描述的经验是如此可怕的暴力，以至于被  

它所触动之人，哪怕可以说是隔着一段距离，谁也无法再逃脱。正如阿  

梅里在他的文章中非常有说服力地指出，曾经受过折磨的人永远都不会  

再忘记它，即使是片刻。H 我这么说也是为了指明一些客观的东西，并 1 2

[1] 参 见 欧 根 •科 贡 《党 卫 军 国 家 ：德 国 纳 粹 集 中 营 体 系 》（•D a S S -S ta a f.r te S js fe m c fc r 

£&11(5£*〇1/£2/12£11£«0_3/75靖〇"，211<5«111，861：1111：1947〉。这句引语虽然没注明出处，但 也 可 以 在 《否定的  

辩证法》（p. 3 6 2 )中找到，只是无法查找。不过，类似的段落还是被发现了： “有人向一个犹太人  

大声叫喊：‘现在是十二点。十二点零五分，你将与耶和华同在！’甚至还不到五分钟……” <译自 

Eug e n Kog0nJ£)e r SS-S»3^ , P.94h 中译文中的这句引语参见[德 ]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 第  

363页。—— 英译注暨汉译注

[ 2 ]  阿梅里是这样描述受折磨的情况的：“现在我的肩膀上有一道裂缝，我至今都没有忘

记 … …任何被折磨过的人一直都会被折磨。酷刑在他身上刻骨铭心，即使没有临床或客观存在的痕 

迹 … …最后我失去了知觉一这一次总算结束了。但仍然没有结束… …你无法摆脱折磨，就像你无  

法摆脱有关抵抗折磨的可能性和耐力极限的问题一样。” （AmSiry, in JVfedtur 208, pp. 632, (SM and (5；36) 

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除了纯粹的遞梦之外，从酷刑的经历中还能获得一些认识，那是一种巨大  

的惊奇，是认识到自己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陌生人，这是任何后来的人类交流都无法弥补的。对•在 

折磨中肯定自身的他者存在感到惊奇，对自己可以成为什么感到惊奇：肉体和死亡。生命是脆弱  

的，它 可 以 ‘只用一根针 ’ 来结束一一这是众所周知的真理。但一个活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可以 x=)•半 

(half-and-half)成为死亡猎物，这只有在酷刑下才能体验到。这种毁灭的耻辱永远无法抹去 „ 任何  

人受过折磨之后，都仍然会毫无防备地暴 S 在恐惧中》从此它将对他挥舞权杖。它—— 还有所谓的  

怨 恨 （reSSerniment) , 它落在后面，甚至没机会凝结成复仇的欲望—— 并被淸除。从那里，没有人能  

眺望到一个被希望原则支配的世界（ib id .,p .638 ) — 这就是阿多诺所指的文本。阿梅里后来在书 

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任何遭受过酷刑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不会再有家园感。毁灭的耻辱无法抹  

去。对世界的信任—— 在第一次打击中部分崩溃，但只有在酷刑下才完全崩溃—— 再也无法恢复  

(A m ety .Jen seits von Schu ld  und S iihn e, p. 7 3 )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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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我要再提一次，我指出这一点的意图是，你们不应该把我今天讲的东 

西简单等同于体验过那些折磨的人的主观感受。今天已经出现的情况 

是，目前的工作组织形式与现有生产关系的维持相结合，即使在形式自 

由 （fo rm a l freedom ) 的条件下，每个人也都是绝对可替代或可置换的。 

这种情况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多余感—— 如果你愿意这样考虑的话—— 我 

们每个人相对于整体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是导致我所提到的，即使 

在形式自由的条件下也存在的感觉之原因，它存在于社会的客观发展 

中。今天，我还是试图向你们表达这些变化，虽然一如既往不够充分， 

因为我有一种感觉，在谈论形而上学时如果不考虑这些事情，那将只是 

空洞的废话。在我看来，这些经验有如此深刻的客观原因，以至于它们 

实际上甚至没有受到政治统治形式的影响，也就是说，没有受到形式民 

主 （fo rm a l dem ocracy) 和极权控制之间的差异的影响。至少到目前为止， 

事情就是这样表现的。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正是因为我们生活 

在利益以及因而需要自我保护的普遍原则之下，个人除了他自己和他的 

生命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与此同时—— 正如萨特在他关于

存在之荒诞 （absurdity o f existence) 的学说中所表明的那样---个人的生

命尽管是他所拥有的一切，但在客观上已经变得绝对不重要了。然而， 

他本以为毫无意义的东西却被当作其生命意义强加在他身上。的确，一 

种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达到自我保护目的之手段的生活，正是因为这一 

事实，才被蛊惑和偶像化为一个目的。在这种二律背反（antinom y) 中， 

一方面是个人和自我被贬低为微不足道的东西，是对他的清算；另一方 

面，是他被抛回的这一事实，即除了这个活着的原子化自我（atom ized 

s e lf) 之外，他不再拥有任何东西。在这种矛盾中存在着发展的恐怖，我 

认为今天我有责任向你们展示这种情况。

我曾经说过奥斯维辛之后人们再也不能写诗了[1]，写出这句话时我没

[ 1 ] 这一说法首次出现在1949年的论笔《文化批评与社会》中：“就连最极端的末日怠识 

也有沦为茶余饭后之闲谈的危险。文化批评发现自己面临着文化和野蛮之辩证法的最后阶段。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甚至侵蚀到这样一种认识：为什么写诗在今天已变得不可能 

了。… …如果批判精神将自己局限于自我满足的沉思之中，它就无法应对这种挑战。”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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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到会引发一场讨论。出乎我的意料是因为就哲学的本性而言• 一 我写 

下的所有东西不可避免都是哲学，即便它没有涉及所谓的哲学主题——  

没有什么东西是完全字面意思的。哲学总是与各种趋势有关，而不是由 

事实陈述组成。根据外表来判断这一陈述并且说：“他曾写过奥斯维辛之 

后不能再写诗了，所以要么是真的写不出来，谁写出来谁就是无赖或冷 

血；要么是他错了，他说了不该说的话。”这是对哲学的一种误解，这种 

误解起因于哲学越来越亲近全能的科学趋势。好吧，其实我想说的是，

哲学反思实际上正是存在于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可能性的缝隙之间，或 者 . 

借用康德的术语，是存在于这两者的“摇摆状态” (v ib ra tio n ) 之间。我 

会欣然承认，正 如 我 说 过 奧 斯 维 辛 之 后 不 能 n o t) 写诗了—— 借 

助此说，我是想指出那个时代文化复兴的空洞虚伪—— 同样还可以反过 

来说一个人必须（m u st) 写诗，这样就和黑格尔在《美学》W 中的陈述相 

—致了，即只要人类还有苦难意识（awareness o f su ffe rin g) , 就必须有艺  

术来充当这种意识的客观形式。不过天晓得，这并不是说我能解决这种 

二律背反，而且更不用说我也不敢这样做，因为在这种二律背反中，我 

自己的冲动正好是站在艺术这一边的，但我却被错误地指责为是想压制 

艺术。东部地区的报纸甚至说我已宣布反对艺术，因此釆取了一种野蛮

(接上页）（JCu/turicrfiit und Gesei/schaft J: ftfsmen / Oiine iei'rMd, 2nd edn，1996, p. 30) 阿 多 诺 后 来  

反复回到他的这一替句，最后一次是在 “形而上学的沉思” 之中，但他似乎收回了这一说法（cf_ 

D/a/ectiVs，p. 362) :相关解释参见  Tiedemann, “Nicht die Erste Philosophic sondern cine letzte’’， 

p p . f f 。所 谓 “收回” 的那个说法如下：“在一个以普遍的个人利益为法则的世界里，个人除了这 

个已经变得冷漠的自我之外一无所有，因此，古老而熟悉的趋势的表现同时也就是最可怕的事I t 。 

没人能从这里逃出去，就像没人能从营地周围带电的铁丝网中逃出去一样。经年累月的痛苦有权利 

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说奥斯维辛之后你不能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 

误的。但提出一个不怎么文化的问题却不能说错：奥斯维辛之后你是否还能继续活下去，特别是那  

种偶然逃脱的人、那种依法本应被处死的人，他们还能否继续活下去？他的幸存需要冷漠，亦即资 

产阶级主观性的基本原则，没有这一原则也许就不会有奥斯维辛，这就是那种被赦免者的巨大罪 

过。通过赎罪，他将受到梦的折磨，梦到他根本不再活着，他在 1944年就被送进焚尸炉里了，他的 

整个存在一直都是虚构的，是一个二十年前就被杀掉的人的荒唐心愿的流淌。 ” Theodor W  Adorno,

£)ia/ecfl_cs, trans* E. B, Ashton, London and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4, p. 363.中译 

文参见 [ 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第 3 6 3页）一 英译注暨汉译注

[” 关于所讨论的命题，参见欠3施 ’ /<1〇-成 der reine/i Vferaun斤’ （ 1959 ), ed. Rolf Tiedemann, 1995, p. 
400,n.234a ——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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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场。不过人们必须提出进一步的问题，这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尽 

管它所依据的基础是形而上学的整体失效。事实上，令人好奇的是，所 

有否定和回避形而上学的问题恰恰因此而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形而上学特 

征。这是一个奥斯维辛之后人们是否还能活下去（iV e ) 的问题。例如， 

这一■问题就出现在那些反复纠缠着我的梦中，在梦中，我觉得我不再真 

正活着，而只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某个受害者心愿的流淌（em anation)。好 

吧，那些纵容的叫嚣很快就会把这转变成一种论据：对于任何一个像我 

这样思考着的人来说，这也正是他应该自我了断的时候—— 对此我只能 

回应道，我相信那些先生们会认为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但是，只 

要我能表达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只要我相信我正在为那些不可能用语言 

表达的东西寻找语词，我就不应该在那种希望和心愿面前让步，除非是 

出于万不得已。尽管如此，萨特最重要的一部戏剧中的一句话，却值得 

作为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来极其认真地对待，因为这一原因，这部戏剧 

几乎从未在德国上演过。这是一•位遭受酷刑的年轻抵抗战士说的，他问 

道 ：在一个人的骨头都被打碎的世界里，他是否或为什么还应该活着。 W 

由于它涉及任何对生命加以肯定的可能性，所以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 

的。而且我认为，任何没有按这个标准衡量的思想，如果在理论上没有 

吸收它，一开始就只是把思想应该解决的问题推到一边—— 那么它根本 

不能被称为思想。

2014年 8 月下旬选译 

2022年 7 月下旬补译 

2023年 5 月 2 日校译 1

[1] 参见萨特：《死无葬身之地》（A/brts sans s<fpu/mre， Tableau IV, scene I I I )。亨利：要是有人 

打你，直打得你没有一块好骨头，这样活着难道还有意思吗？天这么黑。（从窗口往外望去> 你说得 

•决下雨了 〇 (Jean-Paul Sartre* La p  • • • …suivf cfe iVorts «ws Pi^ce en cfcux acres et

qruatre faWeaux, Paris 1972, p. 210 )此处釆用了沈志明译文。参见 [法 】萨特：《死无葬身之地》，沈志明 

译，见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215页， ——  

汉译注



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1]

对所有教育的首要要求是奥斯维辛不再发生。它比其他任何要求都 

重要，因此我认为我不需要也不应该为它辩护。我不明白为什么直到现 

在对它的关注还如此之少。在已经发生的暴行面前为它辩护将是骇人听 

闻的。然而，人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要求及其引发的问题，这一事实表 

明，这种暴行并未深人人心，这本身就说明了，就人们的意识和无意识而 

言，这种暴行存在着复发的可能性。与 “再也不要有奥斯维辛”这个单 

一的理想相比，每一次关于教育理想的争论都显得微不足道和无关紧要。 

那是所有教育都在反对的野蛮行为。有人谈及倒退到野蛮状态的威胁。但 

这不是威胁—— 奥斯维辛就是倒退，只要促成这种倒退的基本条件大体不 

变，野蛮就会继续下去。这就是全部的令人恐怖之处。尽管今天的危险看 

不见摸不着，但社会的压力依然扑面而来。它驱使人们走向不可言说的境 

地，而这种境地在奥斯维辛那里则达到了世界历史的顶峰。在弗洛伊德 

真正延伸到文化和社会学的见解中，我认为最深刻的见解之一是，文明

[ 1 ] 《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Etzkhvmgrach Auschwitz”）原题为《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学》

( “PSdagogiknach Auschwitz” ），最初是阿多诺在黑森广播电台（HessischerRundfbnk， 18 April 1966) 

发表的一篇广播讲话，后改为现题目，并被收入《论当今的教育观念》一书

d ec Gcgenwarty eds. Heinz-Joachim Heydorn, Berthold Simonsohn, Friedrich Hahn, and Anselmus Hertz, 

Frankfiirt: Vedag Moritz Diesterweg, 1967, S. 111 -123 ) ，最终被收入《文化批评与社会》第 2 卷并 

进 入 《阿多诺文集》。本文译自  Theodor W Adorno, “Education After Auschwitz,” in Gr/f/ai/ JV/odWs: 

In terventions and Catchw ordst trans. Henry W. Pickfo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91-204e 关键用语核对  了德语原文：Gesam/neite Sc/ix进e/i: unc/ Gese/fec/iaif J J ， Band 10.2,

FrankfbrtamMain: SuhrkampVedag，1974，S .67冬690。文中注释主要来自英译者，较简单的文献、版本 

等信息原样照录，未作翻译。注 释 中 的 缩 略 语 由 “C?S” 表示——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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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会产生并日益强化一种反文明的东西（dasA ntiz iv ilisa to rische)。他的 

著 作 《文明及其不满》〉和 《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应该得到尽可能广泛 

的传播，特别是在与奥斯维辛相关的时候。[11如果野蛮本身被铭写在文明 

的原则中，那么对它的奋起反抗就蕴含着某种绝望的东西。

一想到必须得让人们意识到这种绝望，以免他们屈从于理想主义的 

陈词滥调，任何防止奧斯维辛重演之方法的思考都会变得前景黯淡。H 然 

而，即便得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当今社会的基本结构以及因此使其如此 

这般的社会成员与二十五年前是一样的，仍然必须倣出这种尝试。数以 

百万计的无辜者—— 引用这些数字或为数字争论不休已经很不人道——  

被按部就班地杀害了。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不能把这看作是一种肤浅现 

象，一种历史进程中可以被漠视的反常之举，认为在与进步、启蒙和所 

谓的人道主义发展的巨大动力相比时，它可以被不予理会。它的发生本 

身就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社会倾向的表现。在此，我想提及这样一个事 

实，典型的是它在德国似乎还鲜为人知，尽管它为一本韦费尔写的畅销 

书 《穆萨•达赫的四十天》P1提供了素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

人'---■恩维尔.帕夏（E nver Pascha〉和塔拉特 .帕夏 （Talaat Pascha) 领

导下的所谓“青年土耳其运动”（JungtiirH scheBew egung) ----杀害了超

过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德国军政最高当局显然是知情者，却为它严格保 

密。种族灭绝的根源存在于自W 世纪末以来蔓延于许多国家的侵略性民 

族 主 义 （der angriffslustige N ationalism us) 的复活之中。 1 2 3

[1] Sigmund Freud, Massenpsychologie und Ich-Aaalysc (1921) and Das Unbehagea in der Kultur 

(1930); English: vols. 18 and 21, respectively, of The Standard Edidoa o 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 f  &:gniuncJ Freud, ttans* James Strachey (London: Hogarth Press* 1975).需要说明的是，弗洛伊德的 

l/nbe/i；设en in cter KWmr —书直译就是《文化中的不满》，但因英译是CfVi&atbfl aoc/its JDisco/ifems，中 

译本也成了《文明及其不满》。—— 英译注暨汉译注

[ 2 ]  第一版中为“无助”而 非 “绝 望 英 译 注

[3] 弗朗茨 • 韦 费 尔 （FranzW erfel)的 《穆萨•达赫的四十天》 （ Die

1^/1, 1 9 3 3 )是一部小说，该小说以1915年的叙利亚为背景，讲述了亚美尼亚人抵抗数位更多、装 

备更好的青年土耳其武装的故事。亚美尼亚军队在穆萨•达赫山固守了四十天，在快要被打败时， 

被一* 个英法海军中队救了出来 〇 English: The o f A/usa DagA，tmns> Geoffrey Dunlop (New

York: Viking, 1934).------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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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人们不能忽视这样一种想法，即原子弹的发明与种族灭绝属于 

同一历史背景，因为它简直可以一举消灭数十万人。今天的人口快速增长

被称为“人口爆炸”；似乎历史的宿命是准备以反爆炸(G egenexplosionen)----

杀死全部人口—— 作为回应。这只是为了表明，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对抗 

的力量有多少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力量。

由于改变客观条件（即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可能性在今天极为有限， 

因此，反对奥斯维辛重演的努力必然会局限于主观层面。对此我主要指 

的也是做这些事情的人的心理维度。我并不相信诉诸永恒的价值观会有 

多大帮助，因为那些容易犯下这种暴行的人对此只会耸耸肩而已。我也 

不相信对受迫害的少数群体所具有的积极品质的启蒙会有多大用处。根 

源必须从迫害者身上寻找，而不是从那些以各种最苍白的借口而被谋杀 

的受害者那里落实。在这方面，我曾经说过的“主体转向” （die W endung  

au fsS ub jekt) |1]是必要的。我们必须了解使人们有能力做这种事的机制， 

必须向他们揭示这些机制，并通过唤醒人们对这些机制的普遍认识来努力 

防止他们重蹈覆辙。有罪的不是受害者，即使在今天许多人倾向于理解为 

的那种诡辩和讽刺的意义上也不是。只有那些不假思索地把仇恨和攻击发 

泄在他们身上的人才有罪。我们必须努力克服这种缺乏反思的情况，必须 

劝阻人们不反思自己就向外出击。唯一有意义的教育是批判性自我反思的 

教育。但是，根据深度心理学121的研究结果，所有的人格，甚至那些在后 

来生活中犯下暴行的人的人格，都是在幼儿时期形成的，因此，防止奥斯 

维辛重演的教育必须集中在幼儿时期。我提到过弗洛伊德关于文化中的不 

满这一论题。然而，这一现象的范围比他理解的还要深广，这首先是因 

为在此期间，他所观察到的文明的压力已成倍增加，到了难以忍受的程 

度。与此同时，最初他提请注意的那种爆炸性倾向已经变成了一种他几 1 2

[1] See the essay, <4The Meaning of Working Through the Past,** in Theodor W. Adorno, C ritical 

A fodels: Intervendons and Catchwords, trans. Henry W Pickfo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89-103.—— 英译注

[2] 深度心理学（Tiefenpsycho丨o g ie )是由瑞士精神病学家布洛伊勒 （ Paul Eugen Bleuler, 1857— 

1 9 3 9 )创设的，用于指代将无意识考虑在内的治疗和研究的精神分析方法。弗洛伊德在1 9 M 年迅速 

接受了这一术语。——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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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无法预见的暴力。然而，文化中的不满也有其社会维度，弗洛伊德虽 

然没有忽视这一点，但他也没有具体探讨。我们可以说，人类在被管理 

的 世 界 （die verw altete W elt) 中有一种幽闭恐惧症（K lausttophob ie), 那种 

感觉是被监禁在一个彻底社会化的像网一样紧密编织的环境中。网织得 

越密，人们就越想逃脱它，而恰恰是因为织得太密，任何逃脱已不太可 

能。这加剧了对文明的愤怒，反抗文明因而成为暴力的和非理性的。

.在整个迫害史中一个已被证实的模式是，愤怒是针对弱者的，尤其 

是针对那些在社会上被认为是弱者，同时又是—— 无论对错—— 快乐的 

人。我甚至可以从社会学角度大胆补充说，我们的社会在不断整合着自 

己的同时，也在孕育着解体的倾向。在有序、文明生活的表象之下，这 

些倾向已经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普遍存在的普遍性对一切特殊事物， 

对■个别人和个别机构施加的压力，有一种摧毁特殊和个别及其抵抗力量 

的趋势。随着其身份和抵抗力的丧失，人们也丧失了自己的品质，而借 

助那些品质，他们本来是可以在某些时刻与有可能引诱他们再次施暴的 

事物作斗争的。当既定权烕再次向他们下达命令时，只要这是以他们半 

信半疑或彳艮本不相信的某种理想的名义，也许他们就几无抗拒之力。

当我谈到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时，我指的是两个领域：首先是儿童 

教育，尤其是早期儿童教育；然后是普遍的启蒙，它提供了一种思想、 

文化和社会氛围，以防止奥斯维辛再次发生，因此，在这种氛围中，人 

们对导致恐怖的动机将会变得相对有意识一些。当然，我不敢斗胆去草 

拟出这样一个教育计划，哪怕只是粗略的大纲。但我至少想指出它的一 

些神经中枢。例如在美国，人们常常把国家社会主义m乃至奥斯维辛归咎 

于迷信威权的德意志精神。我认为这种解释过于肤浅，尽管在这里如同 1

[1] 国家社会主义（NjitionalerSozialismus/NationalSocialism) 原本是指一种企图利用国家权力 

进行社会改良的资产阶级思想，后被纳粹党征用之后，原初含义已被完全改变。起因如下：第一次世 

界大战前，将 “国家” 和 “社会” 相结合的概念开始流行于德国。1919年，一个名为 “德国工人党” 

(Deutsche Arbekerpartei)的反犹主义右翼政党在慕尼黑成立，该党釆用的就是“国家与社会”相结合 

的意识形态。1920年，该党在其名称中添加了“国家社会主义”，从而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Narionalsozialisr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ikers’ Party，即 “纳粹党” ） * 在 

此基础上，尤其是希特勒上台之后，“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便催生了 “法西斯主义一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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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威权行为和盲目权威比在形式民主条件下人们 

愿意承认的要顽固得多。相反，人们必须承认，法西斯主义以及它所造成 

的恐饰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当人们在心理上还没有做好自我决断的准备 

时，德意志帝国既定的老牌威权已经衰落并被推翻。事实证明，他们配不 

上从天而降的自由。由于这个原因，那时的威权结构釆用了它之前没有的 

或者至少没有显示出来的破坏性的一 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一 疯狂维 

度。佞如考虑到在政治上已不再能发挥任何真正作用的当权派的来访都能 

让整个族群欣喜若狂，那么我就有充分理由怀疑，即便是现在，威权主义 

的潜力也比人们想象的要强大许多。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特别强调，法西 

斯主义是否会死灰复燃，在其决定性方面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而是一个 

社会问題。我之所以讲了这么多心理方面的问题，只是因为其他更重要的 

方面，即便没有超出个人干预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教育的影响范围。

很多时候，心地善良的人不想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就 会 提 及 “约 

束” (B indung / bonds)这个概念。根据他们的说法，人们不再拥有任何“约 

束”这一事实要为发生的一切负责。事实上，权威的丧失一~施虐式威权

恐 饰 （sadistisd i-a u to ritire n G ra u e n s) 的条件之------与这种状况有关。按

照正常的常识，通过强调“你不可以这样”（D u s o lls tn ic h t) 并诉诸“约束” 

来抑制施虐、破坏和毁灭性冲动似乎是合理的。尽管如此，我认为，觉得 

这种对“约束”的呼吁~~更不用说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再次拥抱“社会约 

束'以便让世界变好人变善~~会在任何严肃的方面有所帮助，都是一种 

幻觉。人们很快就能意识到这种“约束”是不真实的，它仅仅是为了产生 

—个结果一 即使它是好的—— 人们却并未把它作为一种-身存在的实质 

性东西来体验。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最愚蠢和天真的人在发现比他们强 

的人的弱点时，也会如此迅速地做出反应。所谓的“约束”或者很容易成 

为共同信念的现成徽章—— 人们进人“约束”之中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 

好公民—— 或者产生恶意的怨恨，在心理上与鼓吹它们的目的背道而驰。111 

“约束”相当于他律，一种对规则、对不能被个体自身理性所证明的规范

[ 1 ] 第一版中为“抵抗与反叛” 而 非 “恶怠的怨恨'  ——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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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赖。心理学上所谓的超我（tjb e r-Ic h ) 亦即良心，被外部的、不受约 

束的、可以互换的威权以约束的名义所取代，正如人们在第三帝国崩溃 

后的德国所清楚地观察到的那样。然而，在规范的幌子下，甘愿纵容权 

力 ，又在强者面前俯首帖耳，正是酷刑施虐者（Q uaigeister) 的态度，它 

不应该再出现了。正因为如此，对 “约束”的鼓吹才如此致命。那些或多 

或少自愿接受它的人被置于一种永久性的强制之下而必须服从命令。反 

对奥斯维辛原则唯一真正的力量是自主性（A utonom ie) ,如果我可以用康 

德用语加以表述的话，那就是反思（R eflexion)、自决（Selbstbestim m ung) 

和不参与 .（N ic h t-M itm a c lie n) 的力量。

我曾经有过一次非常令人震惊的经历：在博登湖W 上乘船游览时，我 

读了一份巴登州的报纸，上面刊登了萨特戏剧《死无葬身之地》 （M o m  

細 SSdP u/fu re) 的故事，这部剧描述的事情极为可怕。显然，该剧让那

个评论者感到不安。但他并没有解释这种不满是由题材的恐怖（也就是我 

们这个世界的恐怖）引起的。相反，他扭曲了这种恐怖，以便在与像萨特 

(他使自己陷人了恐怖）这样的立场相比时，我们可以保持—— 我应该说 

几乎保持—— 对更高事物的欣赏：这样我们就可以不承认这种恐怖的无 

意义。简断截说，直奔主题：通过高尚的存在主义的伪善言辞，评论者 

想要避免直面恐怖。这里尤其存在着恐怖有可能再次发生的危险，但人 

们拒绝让它靠近，甚至指责任何只是谈论它的人，仿佛言说者如果不对 

这种事情举重若轻，那他就不再是肇事者，而是成了罪魁祸首。

对于威权和野蛮的问题，我不禁想到了一个在大部分情况下几乎没 

有被考虑到的想法。它出现在欧根•科贡《党卫军国家：德国集中营》一 

书的一个观察中，该书包含了对整个复杂情况的核心见解，但还没有被 

科学和教育理论以应有的方式吸收进来。P1科贡说，在他度过数年的那座

[1] 博 登 湖 （Bodensee/Lake Com tim ce),也称康斯坦茨湖，位于瑞士、奥地利和德国三国交 

界处，由三国共同管理，博登湖面积536平方公里，是德语区最大的淡水湖。—— 汉译注

[2] German translation Tote ohne B^rabnis o f Jean Paul Sartre, Morts sans sepulawe In Theatre^ x o l 1 (Paris:

Gallimard, 194^). English: The Victors, in Three Physy trans. Lionel Abel (New York: Knopf, 1949).------ 英译注

[3J Eugen Kogon, D er SSStant: Das S^tcm der dcutschcn Konzentradonslagcr (Frankfurt: Europaische

Verlagsanstalt, 1946); numerous reprints. English: Eugen Kog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 f  Hclh The German 

Concentradbii Camps and the trant Heinz Norden (New York: Berkley, 1950),------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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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营里，施虐者大部分是农家子弟。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文化差异仍然 

存在，这是形成恐怖的条件之一，尽管肯定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  

的。对乡下人的任何傲慢都远非我的本意。我知道一个人“不得不”在城 

市或乡村长大。我只是注意到，去野蛮化（E ntba rba ris ie rung) 在开放的  

乡下可能不如在其他任何地方成功。111即便是有了电视和其他大众媒体， 

可能对那些没有完全跟上文化的人的状态也改变不大。在我看来，说出 

这一点并反对它，比多愁善感地赞扬一些正面临消失威胁的乡村生活的 

特殊品质更正确。我甚至会说，教育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农村的去野蛮 

化。然而，这么做又是以对那里人们的意识和无意识的研究为前提的。 

最重要的是，人们还必须考虑到现代大众媒体对一种意识状态的影响， 

这种意识状态还没有接近19世纪资产阶级自由文化的状态。

为了改变这种意识状态，单靠农村地区问题重重的普通小学教育体 

系是不够的。我可以设想出一系列的可能性。其中之一是—— 我在这里  

即兴发挥一下—— 策划电视节目应该考虑到这种特殊意识状态的神经中 

枢。然后，我能够想象的是，可以形成像流动教育小组和志愿者车队这 

样的组织，他们奔赴乡村世界，在讨论、课程和补充教学中弥补最危险 

的漏洞。我并没有忽略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志愿者要想让人喜欢估计 

常困难。但随后会有一小群追随者绕其左右，教育计划有可能会从男P里 

进一步传播开来。

然而，不应误解的是，古老的暴力倾向也存在于城市中心，尤其是在较 

大 的 ^1?中心。随着当今全辦土会的演变，退化倾向(Regressionstendenzen)， 

即具有被压抑的虐待特质的人应运而生，无处不在。在这里，我想回  

顾一下霍克海默和我在《启蒙辩证法》中描述的对身体的扭曲和病态 

关系。^意识在任何被肢解的地方都以一种不自由的、倾向于暴力的形  

式反射到身体和肉体领域。对于某一类未受过教育的人，我们只需要  

观察一下他的语言—— 尤其是当他感到犯错误或受责备时—— 如何变得

[ 1 ]  第一版中仅为“还未成功”，并不包含与其他地方的比较• —— 英译注

[2] Max Horkhcimer and Theodor VK Adorno, D ialectic o f  Enb'ghtenment, trans. John Cumming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2; reprint, New York: Continuum, 1989), esp. 231-236.------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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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威胁性，仿佛语言手势预示着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身体暴力。在这 

里 ，人们当然也必须研究体育的作用，因为批判社会心理学（kridsche 

S ozia lpsycho log ie) 对它的研究还不够充分。竞技体育的意义是模棱两可 

的。 一 方面，通过公平竞争（fa k p la y)、骑 士 精 神 （R ltte riic h k d t) 和体 

谅弱者，它可以产生反野蛮反虐待的效果；另一方面，在其多种项目和 

实践中，它可以促进侵略、残忍和虐待，尤其是对那些不让自己置身于 

竞技体育所要求的努力和纪律之下而只是观战的看客，亦即那些经常在 

场边大喊大叫、满嘴放炮的人。这种语义的含混之处应该系统地加以分 

析。在教育能够产生影响的范围内，其结果应该应用到体育生活之中。

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与旧的威权结构有关，我几乎可以说，与 

良好的旧威权人格的行为方式有关。但是奥斯维辛所产生的，奥斯维辛 

世界所特有的人格类型，大概代表了一些新的东西。一方面，这些人格 

类型集中体现了对集体的盲目认同；另一方面，它们被形塑，是为了像 

希姆莱、霍斯和艾希曼[11所做的那样去操纵大众、控制集体。我认为面 

对•死灰复燃的危险，最重要的是反对一切集体的野蛮霸权，通过集中解 

决集体化问题来加强对它的抵抗。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抽象，因为尤其 

是年轻人和思想进步者，他们都满腔热情地渴望在某些事物中融入自 

己。我们可以从集体首先给它所接受的所有个人造成的痛苦开始。一个 

人只要想想自己在学校的初次经历就可以了。人们必须与各种类型的 

风俗习惯、各种形式的入会仪式作斗争，它们会给人带来身体上的痛 

苦一 -通常是难以承受的痛苦一作为将自己视为集体一员所必须付出的 1

[1] 此三人均为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人物，海因里希 • 希 姆 莱 （ Heinrich Himmler 1900-

1 9 4 5 ) ,党卫队帝国长官、盖世太保首脑，被德国《明镜》周刊评为 ■•有史以来最大的刽子手”， 

兽 道 夫 •霍 斯 （ Rudolf H6ss, 1 9 0 0 -1 9 4 7 ) ,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最高指挥官，阿道夫•艾 希 曼 （ Adolf 

Eichrrmnn, 1 9 0 6 -1 9 6 2 ) ,纳粹德国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 的主要负责者，“二 

战” 结束后他逃亡阿根廷，直到 1960年才被以色列情报机关追查到下落，并被押回耶路撒?旁之后受 

审和处死。阿伦特非常关注这场审判，并据此写成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谢的恶的报 

吿 》 （Hchmann 知 Jerusa/em•’ A jReport o f efte Banal/穸 o f  £vi/) — 书̂，提出了 “平庸之恶”这一著名的 

哲学命题。——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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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111诸如圣诞闹夜和赶山羊P l等恶俗，以及其他无论叫作什么的此 

类根深蒂固的做法，都是对国家社会主义暴行的直接预期。绝非巧合的 

是，纳粹分子就曾以“民间习俗”（B rauchtum ) 的名义美化和培育过这些 

怪物。科学在这里将会面临一个最相关的任务。它可以强力扭转被纳粹 

分子狂热挪用的民俗学（V olkskunde) 趋势，以阻止这些民间乐趣中既残 

酷又如同幽灵的残渣余孽。

整个这一领域被一种所谓的理想所激励，这种叫作“坚强 ” （H S rte / 

hardness) 的理想在传统教育中也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它也可以很无 

耻地援引尼釆的一个言论，尽管在尼釆那里完全是别的意思。131我还记得 

“恐怖博格”在奥斯维辛审判（A uschw itz-V erhandlung) 期间是如何爆发的， 

他最后以一段通过“坚强”来灌输纪律从而赞扬教育的颂词做结。 l4M也觉 

得 “坚强”在造就他所认为的正确类型的人时必不可少，这种教育理想

[1J Cf. William Graham Sumner, Folkw ays: A Study o f  the Sociological Im portan ce o f  U sages, 

Afanner^ Customs, M ores, and M orals (Boston: Ginn, 1906). Cf. also Soziologische Exkurse: N ach V ortragen  

und Diskussionen^ voL 4 of Fr2nkRirter Beitrage zuc Soziologie (Frankfurt Europaische Verlagsanstalt, 1956), 

157; and T  W. Adorno, in d/e Soz/Wqg/e (Frankfort: Suhrkamp, 1993), 77•阿多诺计划在战后回

到法兰克福时让人把萨姆纳的书翻译成德文。—— 英译注

[ 2 J 圣诞闹夜 （ die RauhnSchte) 是圣诞节节期（I 2 月 2 5 日至1 月 6 日的十二个夜晚）的捉弄 

仪式；赶山羊（Haberfddtreiben)是巴伐利亚古老的习俗，用来谴责那些被共同体视为（通常是道  

德方面或性方面的）堕落者、却被法律忽视之人。C£ X  W Adorno,£in/2hruf^in cf/eSozio/qgfe，65,阿 

多诺在涂尔干的“社会事实” （faitssodaux)概念不透明的语境中谈到了巴伐利亚地区的赶山羊。另 

见阿多诺中译著作中的注释和相关论述：赶山羊是德国南部一些地区的民间私刑，人们给罪犯披上 

山羊皮，然后加以毒打和驱赶。参见 [ 德 ]T .W .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谢地坤、王彤译，北 

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 2 0页。—— 英译注暨汉译注

[3] Cf. Friedrich Nietzsche, Beyond G ood  and E vil,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1966), numbers 82,210,260,269; The G iy Science, txans. Walter Kaufraan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number 26; **0〇 the Old and New Tablets/* no. 29, in Thus Spoke Zarathustra^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king, 1966), 214.—— 英译注

[ 4 ]  恐怖博格（derfQrchterfcheBogeir),原名威廉•博 格 （WilhdmBogcr) ,负责奥斯维辛集中 

营 的 “逃生部门” depart ment ) ,并以它是所有集中营中逃生人数最少这一事实而自奈。作为 

被带到 “法兰克福” 或 “奥斯维辛” 审 判 （1963— 1 9 6 5 )的 2 1名前党卫军成员之一，博格被指控在 

奥斯维辛参与了大f l 的挑选和处决，并在审讯中通过“博格秋千” （ Boger swing) — 他发明的一种 

酷刑装S — - 严重虐待囚犯，致使他们随后死亡。法院裁定他至少在144个不同场合犯有谋亦 :罪 ， 

共谋杀至少1000名囚犯，共谋合伙谋杀至少1 0人。博格被判处无期徒刑和另外五年的劳役 。 ——  

英译注g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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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 “坚强”—— 许多人可能不假思索就相信了它一是完全错误的。男 

子气概在于最大程度的忍耐力，这一观点很久以前就成了受虐狂的屏幕 

形象，而且正如心理学所证明的那样，受虐狂很容易与施虐狂联系在一 

起。夸夸其谈的教育所灌输的“坚忍不拔”（H a rt-Sein) 意味着对痛苦本 

身 的 绝 冷 漠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自己的痛苦和他人的痛苦也无法 

进行严格区分。谁敢对自己下狠手，谁也就有权对他人下狠手，并为自 

己不被允许表现出来而不得不压制的痛苦报仇雪恨。这种机制必须被意 

识到，彭£像必须提倡一种不再为痛苦和忍受痛苦的能力设奖表扬的教育 

一样。换句话说，教育必须认真对待一个在哲学看来并不陌生的观点： 

恐 惧 （A n g s t) 不能被压抑。当恐惧不被压抑，当人们允许自己实际上拥 

有这个现实所承诺的所有恐惧时，那么正是通过这样做，无意识的和被 

推迟的恐惧所形成的许多破坏性影响很可能就会消失。

' 那些盲目把自己塞进集体的人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种惰性物质，也

消灭了自己作为‘‘自我决定”的存在。W 随之而来的是将他人视为无定形 

的 群 众 （am orpheM asse) 的意愿。我 在 《威权主义人格》（Audicw j'tan’an 

—书中把那些以这种方式行事的人称为“操纵型性格 ” （der 

m an ipu la tive C harakter) ,而实际上，那时霍斯的日记和艾希曼的录音还不 

为人所知。PI我 对 “操纵型性格”的描述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 

后几年。有时候，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能够构建一些只是到后来才被经 

验验证的概念。“操纵型性格”—— 正如任何人都可以从有关纳粹头目的 

可用资料中证实的那样—— 以对组织的狂热、对获得任何直接的人类经 

验的根本无能、某种程度上的缺乏情感以及被高估的现实主义为特征。 

他不惜任何代价想要实施所谓的“现实政治”（R e a lp o litik) , 即便这是一 

种妄想。他一刻都没想过或不希望这个世界与现在相比有何不同，他沉 1 2

[ 1 ]  第一版中为 “物体” 而非 “物质'  —— 英译注

[2] See Adorno's interpretation o f **The ^Manipulative* in The Auchoncman Personality^ by X  W. 

Adorno, Else Frenkel-Brunswik, Daniel J. Levinson, and R. Nevitt Sanford, in collaboration with Bctxy Aron, Maria 

Hertz Levinson, and William Morrow, Studies in Prejudice, ed. Max Horkhcimer and Samuel H. Flowerma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 1〗50)，767-771.中译本参见[美]西奥多• W,阿道诺等：《权力主义人格》（下卷)， 

李维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 1016— 1020页。—— 英译注暨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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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于做事情（doing th in g s) 的欲望中，而对这样的行动的内容漠不关心。 

他对行动、活动和所谓的效率（e ffic ie n c)〇本身崇拜不已，这在活跃人士 

U k tiv e M e m c h e n) 的广告形象中得到了回应。如果我的观察没有骗我， 

如果一些社会学调查允许泛泛而论，那么这种类型在今天比人们想、象的 

要更为普遍。当时仅在几个纳粹怪物身上体现的东西，今天却可以在许 

多人身上得到证实，例如，青少年罪犯、帮派头目等等，人们每天在报 

纸上都能读到有关他们的报道。如果我不得不把这种“操纵型'性格”简 

化为一个公式一 也许人们不应该这样做，但它也有助于理解—— 那么我 

将称它为物化意识（d a s re rd in g i/c ftfeB e w u sstse in) 类型。具有这种天性的 

人，可以说是被物同化1 % 然后，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再把他人同化  

于物。这 在 “办妥”（fe rtigm achen) 这一说法中得到了非常准确的表达， 

它在青少年流氓世界和纳粹世界中同样流行。这个表达在双重意义上把 

人定义成了已完成或准备好的物。在马克斯 •霍克海默看来，酷刑是人  

们对集体的一种被操纵的、在某种程度上被加速的适应活动。[11这在时代 

精 神 （G e is td e rZ e it) 中有所体现，尽管它与精神关系不大。我只是引用 

上次战争前保罗 •瓦莱里（Paul V alS ry) 的话，他说，不人道将有一个美 

好的未来。[2!与之作对尤其困难，因为那些操纵别人的人实际上是没有能 1 2

[1] See part 3 of uEgoisra and the Freedom Movement: On the Anthropology o f  the Bourgeois Era,**

(1936) in Max Horkheimer, Betw een Philosophy and Soc/a/ Science: Selected Early Writingsy trans. G. Frederick 

Hunter, Matthew S. Kramer and John Torpe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3).------ 英译注

[2] Oiiginal reflections on “L’inhumaine” in Paul Val6ry, “Rhumbs” in CHuvres JJ, ed. Jean Hytier (Paris:

Gailimard 1960), 620-621.------ 英译注

Cf. Adorno^ review o f recent German translations o f Valery, **Valerys Abweichungen** in N oten  zu r 

Litemtuty GS 11:158-202, esp. 177-178, where he cites the passage as translated by Bernhard Boschenstein 

(W indstnche DFrankfurt: Inscl Verlag, 1959]; reprinted in Paul Valery, W erkc, vol, 5, Zur T h eo d e d e r  D ichtku n st 

und vermischte G edonken, ed. Jurgen Schmidt-Radefeldt DFrankfiirt: Insel Vcrlag 1991]). The English version 

o f Adorno^ essay (**VaIery*s Deviations,** in N otes to  Uteratxirei 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1:137-173, here p. 153) quotes Valery from the C ollected  W orks o f  P aul 

Valery, ed. Jackson Matthews, Bollingen Series 45, here vol. \4f A nsJectst trans. Stuart Gilbert ([Prin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 , 190): “常识的反抗是人在非人道面前的本能退缩；因为常识只考察人 

道，考察人类的祖先和标准》考察人类的力量和相互关系。但是他的研究和他所拥有的能力却使他 

远离了人类。人类将尽其所能地生存下去一 也许一个美好的未来在等待着不人道 （ perhaps there’s 

a fine fiiture in store for inhumanity)。” （译文有更正）------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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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真正体验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表现出一种反应上的木僵状态 

(U nansprechba rkd t)，这让他们与某些精神疾病或精神病性格（即精神分 

裂症）联系在一起。

在我看来丨为了防止奥斯维辛重演，必须首先弄清楚操纵型性格 

产生的条件，然后通过改变这些条件，尽可能地防止它出现。我想提出 

一个具体的建议：用所有可用的科学方法，特别是长期的精神分析，去 

研究奥斯维辛的罪犯，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发现这样一种人是如何走到 

这一步的。这些人也仍然能够做一些与他们自己的人格结构相矛盾的好 

事，通过做贡献来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只有当他们愿意通过合作 

来研究他们自己的起源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当然，要诱使他们开口是 

很困难的；绝不能使用与他们自己的方法有关的任何东西去了解他们是 

如何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然而，与此同时，在他们这个集体中—— 确 

切地说，他们觉得在一起时自己都是老纳粹—— 他们感到很安全，以至 

于几乎没有人表现出丝毫的负罪感。但推测起来，即便在他们身上，至 

少在许多人身上，也可能存在有助于改变这种态度的心理敏感点，比如 

他们的自恋，直白地说，就是他们的虚荣心。假如他们能够放开谈论自 

己，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很重要，就像艾希曼一样，他显然录满了整个 

磁带库。最后，我们可以假定，如果挖掘得足够深，即使在这些人身上 

我们也会发现今天经常处于解体状态的旧的良心权威（G ewissensinstanz) 

的痕迹。一旦我们了解了使他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内外条件—— 如果 

我能假设这些条件实际上可以被提出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形成实际的 

结果，这样恐怖事件就不会再发生了。这种尝试是否有一定的帮助，在 

实施之前是无法知道的；对此我不想高估。我们必须记住，个体不能被 

这些条件自动解释。在相似的条件下，有些人以一种方式发展，而另一 

些人则完全不同。尽管如此，这样的努力也是值得的。仅仅提出这样的 

问题就已包含了启蒙的潜力。因为这种灾难性的思想状态（无论是有意识 

还是无意识）包含着一种错误的观念：一个人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一 他 

就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是自然的，是不可改变的给定，而不是历史演 

变的产物。我提到过“物化意识”这一概念。这种意识最重要的是无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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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历史的过去，无视对自身条件的一切洞察，并把偶然存在的东西假定 

为绝对。假如这种强制机制（Zwangsm echanism us) —旦破裂，那么我想， 

肯定是会有所收获的。

此外，联系到“物化意识”，人们也应该密切观察人与技术的关系， 

当然不只是在小群体内。顺便说一句，这里的这种关系就像在与之相关 

的竞技体育中一样模棱两可。一方面，每个时代都会形成一些相应的人 

格一一其类型根据他们的精神能量分布而变化—— 这是社会需要的。一个 

技术占据如此关键地位的世界在今天产生了与技术相适应的技术人才。 

这有其充分的理由：在他们自己的狭隘领域，他们不太可能被愚弄，这 

也会影响到整体局势。另一方面，在当今与技术的关系中，存在着某种 

夸大的、非理性的、致病的东西。这 与 “技术的面纱”有关。人们倾向于 

认为技术是事物本身，是它本身的目的，是它自身的本质力量，他们忘  

记了技术是人类延伸的臂膀。手段—— 技术是人类这一物种自我保护手 

段的缩影一~被盲目崇拜，因为目的—— 人类富有尊严的生活—— 被隐藏 

起来，并被从人们的意识中移除出去。w 只要你们能像我刚才那样一般性 

地阐述这一点，它就能提供深刻的见解。但这样的假设仍然太过抽象。 

对于技术的迷恋是如何在特定人群的个人心理中建立起来的，这一点根  

本不清楚，而在技术的理性关系与对技术的高估之间，也就是与最终导 

致一个人巧妙地设计了一个火车系统、把受害者尽可能快速而顺利地带

[1】 “技术的面纱” （ der techno丨og^sche Schleier / veil o f technology) 正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最 

初设想的那样，是 tt技术作为一个整体，连同其背后的资本，对每一个个体事物行使的过度权力 '  

因此，由大规模生产制造和由大规模广告操纵的商品世界，与现实本身等同起来：“通过忠实复制  

其施展的法术，现实成为它自己的意识形态。科技的面纱和积极的神话是这么编织起来的。如果现 

实成为一个形象，亦即特殊性相当于整体就像一辆福特汽车相当于所有相同范围的其他汽车一样， 

那么从另一方面看，这个形象也就变成了直接的现实, ” （ “The Schema of Mass Culture” [1942]，trans. 

Nicholas Walker; now in Adorno, T 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ed. J. M. Bernstein 

[London: Roudedge, 1991]，here p. 55. Original in GS 3 :3 0 1 .)这一概念贯穿在阿多诺著作的始终，例如， 

1942年的文本《对阶级论的反思》（“RfiflexionenzurKIassentheorie,” G S 8 :3 9 0 )和 1968年 的 文 本 《晚 

期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社会》 （ “SpStkapitalismus o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他在后文如此界定这一 

概念：“技术的全面扩张而造成的世界组织和世界居民之间的虚假认同等同于对生产关系的维护， 

而与此同时，人们在徒劳地寻找着生产关系的受益者，就像无产阶级变得看不见摸不着一样 。 ” （GS 

8:369)—— 英译注



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I o93

到奥斯维辛却忘掉他们在那里发生的事情之间，它们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也根本不清楚。相对于这种倾向于崇拜技术的人，坦率地说，我们关心 

的是那些无法爱的人。这并不意味着感伤滥情或道德说教，而是在描述 

—种与他人的力比多关系（lib id in 6seB eziehung) 的缺失。那些人冷漠得 

彻底，他们在其内心深处必须否认爱的可能性，必须在爱甚至还没有展 

开之前就从他人那里把它收回。无论他们以何种方式保留了爱的能力， 

他们都必须花费在设备上。111我们在伯克利的《威权主义人格》

P exw na i/V ) 中研究过的那些带有偏见的威权性格，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证 

据。一个测试对象■— 这个表达本身便已来自“物化意识”一 说他自己： 

“ I  lik e nice equipm ent”（我喜欢漂亮的设备）H 却完全不关心那是什么设 

备。这就意味着他的爱被物，也就是被机器之类的东西同化了。在这个 

问题上令人担忧的是—— 担忧是因为与之对抗似无任何希望^这种趋势 

与整个文明的趋势是并驾齐驱的。对抗它，就是在与世界精神作对；但 

我这样说，也只是在重复我一开始就提到的反奥斯维辛教育的最黑暗的 

—面。

如我所言，那些人的冷漠是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当然， 

关于一般的冷漠多说几句也不为过。如果冷漠不是人类学的基本特征， 

也就是说，不是我们社会中像他们那样实际存在的人的构成，如果人们 

不是对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任何事情都极度冷漠—— 除了少数与他们密 

切相关的人，并且如果可能，是与他们有明确利益关系的人，那么奥斯 

维辛就不可能存在，人们就不会对它坦然接受。目前的社会形式—— 毫 

无疑问，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 不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以来意识形 

态所假定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上，而是建立在追求自身利益而不顾他人利

[ 1 ]  这里广播版的语气更强烈：“如果我可以在此就这种对技术的迷恋是如何产生的提出一个 

怀疑，那么我想说的是，无法爱的人，即那些构成上、本质上是冷酷的人，必须自己连爱的可能性 

都要否定，也就是从一开始就收回对他人的爱，因为他们根本不能爱他人，同时，无论他们以何种 

方式保留了爱的能力，他们都必须将之应用于手段之上一 英译注

[ 2 ]  参见阿多诺对麦克（MMk > 临床访谈的定性评价，麦克是《威权主义人格》中呈现的有 

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典型对象（789; cf； also pp 55, 802)，中文译本可参见该书对麦克的个案分析。[ 美） 

西 奥 多 阿 道 诺 等 ：《权力主义人格》（下卷），第 UM1— 1065页。一 英译注S f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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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基础上。111这已经成为植人人们内心深处的性格。与我的观察相矛 

盾的是，所谓的“孤独的人群”（dieeinsam eM enge) 121的群体驱动力是对 

这个过程的反应：一群完全冷漠的人抱团取暖，他们无法忍受自己的冷 

漠，却也无法对它有所改变。今天的每个人无一例外地感到“被爱得”太 

少太少，因为每个人都“爱得”远远不够。毫无疑问，像奥斯维辛这样 

的事情可能发生在或多或少文明和无辜的人中间，与他人认同的无能是 

这一事实最重要的心理条件。所 谓 “随大流”（M idSufertum) 主要是为了 

商业利益：先于他人利益而追求自身利益，只是为了不危及自己就谨言 

慎行。这是现状的一般规律。恐惧之下的沉默只是它的后果。[3]社会单子 

(gesellschaftlicheMonade) 亦即孤立竞争者的冷漠，是作为对他人命运漠 

不关心的先决条件而出现的，因此也只有极少数人对此做出反应。执行 

酷刑的施虐者知道这一点，他们不断把它拿过来测试，而且屡试不爽。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想宣扬爱。我认为宣扬它是徒劳的；没 

有人有权宣扬它，因为这种爱的缺失，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是当今 

存在于世的所有人的缺失，无一例外。宣扬爱已经在你呼吁的些人身 

上预设了一个与需要改变的性格结构不同的性格结构。因为我们应该去 

爱的人本身就是无法爱的，因此反过来也就一点也不可爱了。基督教最 

伟大的冲动（与它的教义并不完全一致）之一，是要根除渗透在一切事 

物中的冷漠。但这种尝试失败了；这当然是因为它没有触及产生和繁殖 

这种冷漠的社会秩序。也许每个人都渴望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从来 

就没有完全存在过，除了在很短的时间里，在很小的群体中，甚至在爱

[ 1 ]  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因此，即使在不需要彼此帮助的情况下，人们也渴

望生活在一起。” 在那里，“共同优势” 和 “作为政治正义的友谊” 将城邦团结在一起（Cf_ P〇i'a '« , 

1278bl6-25andMcomachcanEthics, 1155a21-28and 1160a9-14.)„ ------英译注

[2] David Riesman, 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 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 (New Haven:

SrakUniV«sityPKSS,W50)•中译本有两个版本：1 .[美】黎士曼等：（(寂寞的群众》，蔡源煌译，台北： 

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2•大卫 •理斯曼等：《孤独的人群》，王I 朱虹译，南京：南京 

戈学出版社2002年版。—— 英译注暨汉译注

[3】 广播版和第一版在这处继续写道：“类似的行为可以在无数的汽车司机身上观察到，只要 

自己这边有绿灯，他们就准备开车撞人。”——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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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和平的野蛮人中间。饱受非议的乌托邦主义者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夏 

尔 * 傅 立 叶 （Charles F ourie r) 将吸引力（A ttta k tio n ) 定义为首先必须通 

过人道的社会秩序产生的东西，他还认识到，只有当人们的冲动不再被 

压抑，而是被满足和释放时，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出现。111如果有什么东西 

可以帮助我们抵抗导致灾难的冷漠，那么应该是对造成冷漠的条件的洞 

察和对抗这些条件的尝试，最初是在个人领域。有人可能会认为，孩子 

被拒绝得越少，他们受到的待遇就越好，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大。但这里 

也面临错觉的威胁。当孩子们必须离开受保护的环境时，他们对生活的 

残酷和艰难困顿一无所知，这样他们就真正暴露在野蛮之中。然而，最 

重要的是，要唤醒父母的温暖是不可能的，他们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的产 

物，他们也就打上了它的烙印。劝说给孩子送更多温暖无异于人为地抽 

空温暖，从而否定了温暖。此外，在教师与学生、.医生与患者、律师与 

客户等专业性的中介关系中，爱也无法被唤出。爱是直接的东西，本质 

上与中介的关系相矛盾。对爱的规劝—— 甚至以律令的方式，说一个人 

应该去爱—— 这本身就是冷漠永恒化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带有强迫 

和压迫性，抵消了爱的能力。因此，首要的事情是让冷漠意识到它自 

己，以及它产生的原因。

最后，请允许我就一些使人意识到的一般主观机制的可能性说几句 

话 ，如果没有这些机制，奧斯维辛几无出现的可能。了解这些机制是必 

要的，就像了解阻止这种意识的刻板防御机制也是必要的一样。121无论是 

谁，今天还在说奥斯维辛没有发生或不是那么糟糕，都已经是在为已经 

发生的事情做辩护了，而且毫无疑问，假如它再次发生，这种人将准备 

观望或参与其中。正如心理学所清楚知道的那样，即使理性启蒙不能直 

接消除无意识机制，但至少在前意识阶段它会强化某些反冲动，并有助 1

[1] Charles Fourier, L e  nouveau m onde industrid et sodetaire; ou, Invention du procede ^ iadustde 

attm yante e t m tu ielle distribuee cn series passioanees (1829). English: Charles Fourier, The Passions o f  the 

H um an Soul, and their In fluence on Society and CiviUzadoriy trans. Hugh Doherty (London: Hippolythe 

Ballliere, 1855).—— 英译注

[2】 广播版的表达是这样的：“首先，有必要了解导致这一现象的主客观机制，以及了解防止 

对抗这种意识的刻板防御机制。 ” 一~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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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形成一种不利于极端行为的氛围。如果整个文化意识真的被奥斯维辛 

形成的那些倾向的致病特征的预感所渗透，那么也许人们会更好地控制 

这些倾向。 W

此外，还有必要认识到奥斯维辛爆发出来的东西有可能转移。明天 

就可能出现在一个犹太人以外的群体，比如那些在第三帝国时期确实幸 

免于难的老年人，或者是知识分子，或者只是一些异常群体（abw e ichende  

G ru p p e n)。正如我所指出的，最能推动这种复兴氛围的是民族主义  

的死灰复燃。它之所以如此邪恶，是因为在国际交流和超民族集团  

(iib e m a tio n a k B ld c k e) 的时代，民族主义已经无法真正相信自己，它必须 

把自己夸大到极致，以便说服自己和他人它仍然是重要的。

尽管如此，也必须展示出抵抗的具体可能性。例如，人们应该调查  

安乐死谋杀案（E uthanasiem orde) 的历史，在德国，幸亏该计戈[J遇到阻力， 

它才没有像国家社会党人计划的那样全面实施。当时的抵抗仅限于相关 

群体：这恰恰是普遍冷漠的一个特别明显、极为常见的症状。然而 ，鉴 

于迫害原则所包含的贪得无厌，站在其他一切之上的冷漠也是狭隘的。 

事实上，任何不直接属于迫害团体的人都有可能突遭不测；因此，一种 

极端的利己主义的利益可以被唤醒。—— 最后，必须调查迫害的特定历 

史客观状况。在一个民族主义已经过时的时代，所谓的民族复兴运动  

(na tion a le Erneuerungsbewegungen) 显然特别容易受到施虐行为的影响。

所有的政治课程（p o litis c h e rU n te rric h t) 最终都应该以奥斯维辛再也 

不会发生为中心。只有当它公开致力于解决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而不担4 、 

冒犯任何烕权时，这件事情才有可能落实。要做到这一点，教育必须把自 

己转变为社会学，也就是说，它必须教授社会力量之间博弈的游戏，这种 

游戏在政治形式的表面背后发挥着作用。像 “国家理性”（d ie S m ts ra is o n ) 

这种体面的概念—— 这里仅仅提供一个批判模型—— 必须予以批判'性讨 

论 ；把国家的权利置于其成员的权利之上，恐怖可能已在潜滋暗长。

[ 1 ] 第一版：“那么人们也许就不会那么肆无忌惮地宣泄这些特征了。”广播版：“当人们不再  

觉得无数人都在类似地等待暴行的发生而是知道它们己变形走样，并且整个文化意识者15渗透着这些  

特征致病的喑示时，人们也许就不会那么肆无忌惮地宣泄这些特征了。” 一一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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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本雅明移居巴黎时有一次问我一 -当时我还偶尔会回一趟 

德国—— 那里是否真的有足够多的施刑者来执行纳粹的命令。有，非常 

多 ！尽管如此，这个问题还是有其深刻的合法性。本雅明意识到，与那 

搜官僚主义的幕后凶手（Schreibtischm Srder)和意识形态家(Ideologe)相反， 

做这些事的人违背了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在谋杀别人的同时也在 

谋杀自己。我担心，即使是如此精心设计的教育措施也很难阻止幕后凶 

手的重新成长。但是有些人在下面这样倣，他们确实像仆人一样，用这 

种方式来延续自己的奴役状态并让自己堕落，还有更多的博格们（Bogers) 

和 卡 杜 克 们 （K aduks〉： w 然而，针对这种情况，教育和启蒙还是可以解 

决一点问题的。

2008年 1 1月上旬选译 

2022年 8 月下旬补译 

2023年 6 月上旬校译

[ 1 ] 傅格指威廉 •博格 （ Wilhdm Boger), 其相关信息见本书第88页注[4]。卡杜克指奥斯瓦 

尔 徳 •卡 杜 克 （ Oswald Kaduk, 1906-1991),是党卫军成员，奥斯维辛集中营中被称为Rappottfiihrec 

的指挥官，主耍负责营地点名、对党卫军初级人员的培训等。一 汉译注



弗洛伊德理论与法西斯主义宣传模式H] [1]

在过去的十年间，美国法西斯主义煽动者的演讲和/h 册子的‘注质与 

内容已被社会科学家深入研究。其中的一些研究是沿着内容分析（c o n te n t 

analysis) 的路线进行的，最终在洛文塔尔（L .l〇Wentha l) 和 古 特 曼 （N . 

G uterm an) H 所著的《骗人的先知》（PropAete o f D e ce it) —书中有全面介 

绍。所获得的总体印象可通过两个主要特征描述出来。首先，除了一些  

稀奇古怪和完全消极的建议（把外国人关进集中营或把犹太复国主义者 

驱逐出境)，这个国家的法西斯主义宣传材料对具体而实在的政治问题几 

无涉及。所有煽动者的绝大多数言论都是对人不对事（ad h o m in e m ) 的。 

它们显然是基于心理学上的算计，而不是通过对理性目标的理性陈述来 

赢得追随者。“暴民煽动者”（rabble r〇USet) —词虽然因其本身对大众的 

蔑视而令人反感，但它却恰当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氛围，即由我们这些“未 

来希特勒们”故意提倡的非理性情绪的攻击性所营造出的氛围。如果说 

把 人 称 为 “暴民”显得很无礼，那么煽动者的目的恰恰是要把这些人变

H] 《弗洛伊德理论与法西斯主义宣传模式》（“Freudian Theory and the Pattern o f Fascist 

Propaganda”）写 于 1951年，是阿多诺直接用英语写就的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之一，后 收 人 《阿 

多 诺 文 集 •社 会 学 论 文 集 》 （ G esajnm elte Schriften: Soziologische Sckdften I，Bd. 8, F tan kfhrt am  M ain: 

Suhrkamp Verkg, 1974, S. 408-433)0 该文进入阿多诺的《文化工业》（r/»e Cu/mre ihc/uscr，:

E ssays on A hss Culture3 ed. J. M. Bernstei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132-157) —•书 后 ， 

个别表述与原文略有不同，估计是编者所为•拙译根据《阿多诺文集》中的原文并参考《文化工业〉〉 

一书中编定本译出。本文的第一个注释写道：“此文是作者与马克斯•霍克海默持续合作的组成部 

分 ,~~汉 译 注 暨 原 注

[2] (1949)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 Cf. also: Leo Lowenthal and Norbert Guterman, (1949) **Portralt

o f the American Agitator,,» Public O pinion Quartedyt (Fal ,̂ pp. 417ff.----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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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暴民”，也就是说，这群人没有任何合理的政治目的，一心从事暴力 

行动，并制造大屠杀的气氛。这些煽动者的普遍目的是有条不紊地煽动 

起自古斯塔夫 •勒庞（G u sta ve le B o n) 的名著《群众心理学》 （Psychotogie 

d e s F o u/es, 1895) «以来通常为人熟知的那种“群众心理”。

其次，煽动者的方法确实是有系统的，并遵循着严格设定的明确“手 

段”（devices) 的模式。这不仅适合政治目的的最终统一：通过群众支持 

下的对•民主原则的反对来废除民主，而且更适合宣传本身的呈现和内容 

的内在'性质。不同的煽动者，从考夫林（C oughlin) 和杰拉尔德•史密斯 

(G e m ld S m ith) 这种被大肆宣传的大人物到地方上三流的仇恨分子，他们 

的言论是如此相似，以至于只要大体上分析其中一人的言论就足以了解 

他们所有人。H 此外，演讲本身很是单调，一旦你熟悉了数量非常有限的 

常用 J巴戏，你、就会遇到无穷无尽的重复。事实上，不断重复和思想贫乏 

是整个技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虽然这种模式的机械刻板是明显的，而且它本身也表达了法西斯主 

义思维的某些心理面向，但人们也不禁感到，这种法西斯品牌的宣传材 

料形成了一个具有总的共同概念的结构单元，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它 

都决定了所说的每一个词。这个结构单元似乎既指隐含的政治概念，又 

指心理本质。到目前为止，只是每个手段的各自为政和某种程度上的孤 

立性质得到了科学关注，种种手段的心理内涵得到了强调与阐述。既然

[1] 该书的中译本名为《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 2〇〇〇 

年 版 -— ■汉译注

[2] 这需要一些限定条件。那些在大规模的经济支持下进行或对或错的投机，试图保持一种 

体面的姿态，并在着手做迫害犹太人这笔生意之前否认自己是反犹分子的人，与那些想要为所欲 

为 ，或至少让人相信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并沉溺于最暴力和最淫秽语言之中的公开的纳粹分子，这 

两者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此外，人们或许也该区分以下两种煽动者：一种是扮演老派的、普通 

的、基督教保守主义的角色，他们因敌视“失业救济金”（dole) 而很容易被认出来> 另一种是追新 

逐异很摩登，主要吸引年轻人，有时还假装是革命者。然而，这种差异不应被高估。他们演讲的基 

本结构以及使用的手段都是相同的，尽管他们精心地在弦外之音上培育了种种差异。人们必须面对 

的是劳动分工，而不是真正的分歧。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社会党精明地保持着类似的差异性，但这 

些差异 tfe从来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也没有导致该党内部任何严重的政治思想冲突。认为 1934年 6月 

3 0 日的受害者是革命者的说法纯属天方夜谭。血腥清洗 （ blood purge) 是各种非法勾当之间的较f i , 

与社会矛盾无关。•一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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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元素已被充分清理，现在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心理系统（psycho log ica l 

system ) 本身的时候了—— 心理系统这个术语使人联想到偏执狂可能并非 

完全出于偶然—— 它包含并产生了这些元素。这样似乎更为合适，因为 

如若不然的话，精神分析对个别手段的解释将会显得有些随意和武断。 

一种理论参照系有必要发展出来。由于个别手段几乎不可抗拒地要求精 

神分析方面的解释，那么，把~种更全面、更基本的精神分析理论运用 

于煽动者的全部方法之中，由此组成的参照系应该更合乎逻辑推测。

这样一个参照系早已由弗洛伊德本人在《群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 

一书中有所提供，该书英文版早在1922便出版了，远在德国西斯主义  

的危险严重化之前。[11如果我们说弗洛伊德在纯心理学范畴的层面已经清 

楚地预见到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的兴起和本质，这并非言过其实，尽管他 

对这个问题的政治面向几无兴趣。如果这位精神分析学家的无意识确实 

感知到了患者的无意识，那么人们也可以假设他的理论直觉能够预测仍 

然潜伏在理性层面却又显现于更深层面上的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弗洛伊德将注意力转向了特定意义上的自恋和自我问题，也许这并非偶 

然之举。其中涉及的机制和本能冲突显然在当今时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然而，根据执业分析师的证词，作为该方法模型的“经典”神经官 

能症，如转换性癔症（conversion hysteria) , 现在的发病率比弗洛伊德发展 

其自己学说的时期要低，当时沙可121在临床上处理癔症，而易卜生则将它 

作为一些戏剧的主题。弗洛伊德认为，群众心理问题与这个时代特有的 

新型心理痛苦 （psychological a fflic tio n) 密切相关。由于社会经济原因，这 1 2

[1] 该 书 于 1921年出版，其德文书名是《群众心理学与自我分析》（JVfassenps/c/jo/og/e und 

JcAa加 扣 •英 译 者 迄 f姆斯 .斯特雷奇 （James Strachey) 正确地强调，“群体”（group) —词在这里 

的竞思相当于勒庞的“群众"(foule)和德语的“群众/ 大众”(masse) .可以补充的是，在这本书中，“自 

我”一词并不表示弗洛伊德后来作品中所描述的对应于“本我”和 “超我”的那个特定的心理机构， 

它只是指个人。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中最重要的含义之一是，他不承认一种独立的、实体化的 

“乌合之众心理” （ memality of the crowd) , 而是将勒庞和麦独孤等人观察和描述的现象归纳为种种退 

化，它发生在所形成的群体并被这个群体捣得五迷三道的每一个个体身上。—— 原注

[2] 让一马丁 •沙 可 （Jean-Martin Charcot, 1825-1893),法国神经学家，现代神经病学的舆基 

人，被称为神经病学之父。他 于 年引人催眠 术治疗德症，认为越是严重的瘛症患者越容易得到 

深度的催眠状态》—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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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代见证了个体的衰落和紧随其后的疲软状态。虽然弗洛伊德并不关心 

社会的变迁，但可以说他在个体单子论的范围内展现了个体形成深刻危机 

的痕迹，以及无条件地屈服于强大的外部集体机构的意愿。弗洛伊德从未 

潜心研究过当代社会的发展，但是通过自己的工作进展，通过对其题材的 

选择以及指导性概念的演变，他已指出了历史的发展趋势。 -

弗洛伊德这本书的方法是对勒庞有关群众心智描述的动态解读，也 

是对一些教条概念—— 可以说都是些神奇的语词—— 的批判；这些概念 

被勒庞和其他前分析心理学家所使用，仿佛它们就是解释某些惊人现象 

的关键。在这些概念中最重要的是暗示（suggestion) ,顺便指出，在有关 

希特^勒之'流如何蛊惑群众的流行看法中，暗示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仍然扮 

演着重要角色。弗洛伊德并没有挑战勒庞对群众的著名描述的准确性， 

比如他们大都是没有个性的（de-ind iv idua lized)，非理性的，容易受到影 

响的，有 暴 力 向 的 ，并且完全具有一种退化的性质。他与勒庞的不同 

之处在于，他没有因袭对群众的蔑视，而这却是大多数老一辈心理学家 

需要去证明的主题（them aprobandum )。他也没有从通常的描述性发现中 

推断出群众本身是低人一等的，而且很可能一直如此，而是本着真正的 

启蒙精神发问：是什么使群众成为群众？他拒绝一种社会或群体本能的 

简单假设，对他来说这意味着问题，而不是对问题的解决。除了他为这 

种 J巨绝给出的纯心理学原因之外，有人可能会说，即便从社会学的视角 

看，他也可以站稳脚跟。把现代群众的形成直接比作一种生物现象很难 

被视为合理有效，因 为 当 代 群 众 的 成 员 至 少 乍 一 看 来 fade) 是个 

体，是自由竞争和个人主义社会的产物，他们习惯于把自己保持为独立 

的、 自给自足的单位；他们不断被告诫要“坚忍不拔”（rugged)，要抵抗 

投降。即使有人假定古老的前个体本能（pre-individua! 依然存在， 

他也不能简单 i 也指出这是遗传，而是必须解释为什么现代人的行为模式 

还原到了与他们自己的理性水平和现阶段开明的技术文明明显矛盾的地 

步。这正是弗洛伊德想要倣的。他试图找出究竟是何种心理学力量让个 

体变成了群体。“如果一个群体中的个体被结合成一个整体，一定有什么 

东西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而这种纽带可能正是表现为群体特征的那种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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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11]无论如何，这一探索无异于是对法西斯主义操纵这一根本问题的 

阐述。对于法西斯主义煽动家来说，他们必须赢得千百万民众的支持， 

但他的目标却与民众理性的自我利益大相径庭，所以他只有人为地制造 

弗洛伊德所寻找的那种纽带（b〇̂ ) ，才能把这件事情办成。如果煽动家 

的方法真的很务实一他们的普遍成功无疑证明了这一点—— 到^么不妨假 

设，这条有待讨论的纽带正是煽动家试图合成的东西；事实上，这就是 

其不同手段背后的统一原则。

根据一般的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认为将个体整合成群体的纽带 

具 有 力 比 多 的 本 质 。早期的心理学家偶尔会发现群众心理学 

的这一面向。“根据麦独孤12)的看法，人们在群体中的情绪会被挑动起来， 

高涨到在其他情况下很少达到或永远无法达到的高度；对那些相关的人  

来说，毫无保留地屈从于自己的激情，从而融入群体之中并对个体局限 

性丧失意识，这将是一种令人愉快的经历。” P]弗洛伊德超越了这些观察， 

他根据快乐原则（pleasure p rin c ip le) 解释了群众的凝聚力，也就是说，个 

人从屈服于群体中获得了实际或替代的满足。顺便指出，希特勒很清楚  

通过屈服来形成群众的力比多来源，因为他特意把女性的被动特14赋予 

他的集会参与者，同时他也暗示了无意识的同性恋心理在群众心理学中 

的作用。W弗洛伊德将力比多引人群体心理学的最重要的结果是，通常归 

属于群体的特征失去了虚假的原初性和不可还原性，而这些性质是由特

[1】 S. Freud, Group Ps/cho/ogy and the •/lna//s/s o f t/ie Bgo, London, 1922, p. 7•参考张敦福译文。 

【奥〗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见 《论文明》，徐洋等译，北京：国际文 

化出版公司2〇〇〇年版，第 151页 .—— 原注暨汉译注

[2] 威 廉 .麦 独 孤 （ William McDougalU871 - 1938),英裔美籍心理学家，策动心理学的创始  

人。著 有 《社会心理学导论》《心理学大纲》《团体心理》等。.一 汉译注

[3] Freud, 1922, p. 27.参考张敦福译文.《论文明》，第 165页，—— 原注暨汉译注

[ 4 ]  弗洛伊德的著作没有追踪这个阶段的问题，但附录中的一段话表明，他对•这一点是很清 

楚的。“同样地，对妇女的爱也突破了种族、良族分离 （ national separation) 和社会阶级制度的群体 

联系，从而作为文明的一个因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似乎可以肯定，同性之爱与群体的关系更为兼 

容，即使它采取了不受抑制的性倾向的形式” （ Freud 1922, p. 123•参见《论文明》，第 234页 ）。这一 

点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统治时期无疑得到了证实，在那里，公开的同性恋和被压抑的同性恋之间的界 

线如同公开的虐待狂和被压抑的虐待狂之间的界线一样，要远比在自由的中产阶级社会中更有流动 

性9—— 原注暨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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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群体或群体本能 （herd in s tinc ts) 的任意构建所反映出来的。群体本能 

是果而非因。弗洛伊德认为，群众所特有的东西与其说是一种新品质， 

不如说是通常被隐藏起来的旧特性的表现。“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不 

必把新特征的出现看得那么重要。于我们而言，说群体中的个人已被置 

于种种条件之下，从而使他摆脱了无意识本能的压抑，这就足够了。” 111 

这不仅省掉了临时的辅助假设，而且在公正地对待一个简单的事实：湮 

没在群众中的人不是原始人，而是表现出了与他们正常的理性行为相矛 

盾的原始态度。然而，即使那些描述再怎么无关紧要，群众的某些特性 

与古老的遗传特征具有某种姻亲关系也是不容置疑的。这里应该特别提 

到所有群众心理学的作者都强调的从暴力情绪到暴力行为的可能捷径， 

这一现象在弗洛伊德关于原始文化的著作中形成了这样一种假设：原始 

部落中对•长老的谋杀并非出于杜撰想象，而是符合史前的现实。根据动 

力 学 理 论 （dynam ic theory) ,这些特征的复兴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冲突的 

结果。这也有助于解释法西斯主义心理的一些表现，如果不假定各种心 

理力量之间存在“对立情绪”（antagonism)，这些表现就很难被理解。在 

这里，人们必须首先想到弗洛伊德在他的《文明及其不满》中对破坏性 

(destructiveness) 这一心理范畴的相关论述。作为对文明的一种反抗，法 

西斯主义不仅仅是古老心理的重现，而且是它在文明中和被文明本身再生 

产出来的。把法西斯主义的叛乱力量简单看作是摆脱了现有社会秩序压力 

的强大的本我能量，这种定义是不充分的。相反，这种叛乱部分借用了其 

他被迫为无意识服务的心理机构的能量。

既然群体成员之间的力比多纽带显然不是一种不受抑制的性本 

质， 么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成了这样：究竟是哪种心理机制将原始的性 

能量转化为使群体团结一致的感情。弗洛伊德通过分析暗示和暗示性 

(s u g g e s tib ility) 这两个术语所涵盖的现象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暗示是 

隐藏了 “爱之关系”的“庇护所”或 “掩蔽物”。重要的是，暗示背后的“爱 1

[1] Freud, 1922, pp. 9 and 10.参考张敦福译文。《论文明》，第153页，—— 原注S 汉译注



之关系”是无意识的。W弗洛伊德详细陈述的事实是，在诸如军队或教会 

这样有组织的群体中，要么没有提及成员之间的任何爱，要么只是以一 

种已被升华和间接的方式来表达爱，亦即以某种宗教偶像为中介，通过 

施爱于它而使成员团结在一起，而宗教偶像无所不包的爱则应该成为他 

们在同声相应中模仿的对象。值得重视的是，在当今这个法西斯主义群 

众被人为整合起来的社会中，几乎完全没有对爱的提及。Pi希特勒规避了 

慈父这一传统角色，完全用恐吓性威权的负面角色取而代之。爱的概念 

被降级为抽象的德意志概念，提起它时，不 用 “狂热的”（fa n a tic a l) 这种 

修饰语的几近于无。通过这一修饰，甚至这种爱也具有了一种敌视和攻 

击的意味，用以针对那些不能被它容纳的人。将原始的力比多能量保持 

在无意识的水平，以便以一种适合政治目的的方式转移其表现形式，这 

是法西斯主义领导层的基本信条之一。在群众的形成中像宗教救赎之类 

的客观观念所起的作用越小，对群众的操纵越是成为唯一的目的，无拘 

无束的爱也就越要被彻底压制，并被塑造成顺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 

的内容中能够让人去爱的东西少得可怜。

法西斯主义的力比多模式和法西斯主义煽动家的全部技术都是专制 

的。这就是煽动家和催眠者的技术与心理机制的不谋而合之处，这种心 

理机制使个体经历着种种退化，并把他们简化为仅仅是群体中的一员。

催眠师通过他所采取的措施，唤醒了被催眠者那里一部分古老 

的遗传特征，这种东西也曾使他对父母百依百顺，并且在他与其父的 

关系中经历了个体的复活：如此一来，被唤醒的就是一个至高无上又 

非常危险的人格观念，对它只能采取一种被动受虐的态度，人们的意

1〇4丨奥斯维辛之后= 阿多诺论笔选

[ 1 ] " ……爱之关系……也是构成群体心理本质的东西。让我们回想一下，那些权威们并没 

有提及这种关系/  FreutU 922,p.40.参考张敦福译文^《论文明》，第 174页。—— 原注暨?又译注 

[2J 造成这一惊人现象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法西斯煽动者在夺取政权之前必须面对的群众主要 

不是有组织的，而是大城市中偶然出现的乌合之众•这种混杂人群的松散的组织特性使得强调纪律 

性和凝聚力势在必行，其代价是牺牲那种离心离德且不加疏导的爱的冲动。煽动者的部分任务是要 

使平民百姓相信他们是饺军队或教会一样有组织的。因此，过度组织的倾向出现了.偶彳免崇拜就是 

由这样的组织构成的> 它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种倾向在抑动者的演讲中普遍存在》一 原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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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必须任其摆布。而单独与这种人相处，“直视他的脸”似乎都大逆 

不道，非常危险。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描绘出原始部落中个

体成员与原始族长（p rim a lfa th e r) 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暗示现象

中所显示出来的群体构成方面的怪诞性和强制性，可以公正地追溯到 

.它们起源于原始部落这一事实。群体的首领仍然是令人生畏的原始族 

长；该群体仍然希望被无限的暴力（unrestricted fo rc e ) 所统治；它对 

威权极端热情；；用勒庞的话说，它渴望服服帖帖（obedience)。原始 

'族长就是该群体的理想，这种理想是占据自我理想（ego id e a l) 之位 

之后对自我的治理。而催眠过程则完全有理由被描述为是由两个人构

成的一个群体；对于暗示，还有一个定义亦可呈现于此-----种不是

基于知觉和推理而是基于性爱纽带（e ro tic tie ) 的信念。 m

以上所论实际上界定了法西斯主义宣传的性质和内容。这种宣传属 

于心理学范围，.因为其非理性的专制主义目标不能通过理性的信念来实 

现 ，而只能通过巧妙唤醒“主体的一部分古老的遗传特征”来达成。法 

西斯主义煽动集中在领袖的理念上，无论他是实际的领袖还是他仅为群 

体利益的代理人，因为只有领袖这一心理学形象才容易复活全能而威严 

的原始族长观念。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宣传人格化（personai/zaabn) 原本神 1

[1] Freud,1922>pp.9!)-100.参考张敦福译文，《论文明》, 第 218—219页 .弗洛伊德群体  

心理学理论的这一关键论述顺便可以对法西斯主义人格最具决定性的一个观察—— 超我的外化

(externalizadon o f the superego) ----予以解释。“自我理想” （ ego ideal) —词是弗洛伊德后来称作“超

我”的早期表达。它 被 “群体自我” （ group ego) 所取代，这正是发生在法西斯主义人格那里的事情， 

这种人格没能发展出独立自主的良知，取而代之的是对集体权威的认同。正如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 

样 ，集体权威是非理性的，他律的，严格压制性的，很大程度上与个人自身的思维是格格不入的， 

因此，尽管其结构伹硬，却很容易替换.这一现象在纳粹的公式中得到了充分表达：凡为德国人民 

服务者，善莫大焉„ 这种模式再次出现于美国法西斯主义塘动家的演讲中，他们从不诉诸潜在拥趸 

自己的良知，而是不断地援引外部的、平庸的和陈腐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被视为理所当然、 

权威有效，且未曾受到过生活经验或理性审视过程的验证•正如《威权主义人格》 tThcAuthoriarian 

P ersonality, by T. W Adorno, Else Frenkcl-Brunswik, Daniel L. Levinson and R. Nevitt Sanford (Harper 

Brothers, New Yori^ 1950)]—书中详细指出的那样，怀有偏见的人通常信奉老一套的价值观，而不是 

自己做出道德决断，并认为“正在做的亊情”是正确的•通过认同，他们也常常以牺牲自己的自我 

理想为代价而向群体自我屈服投降，而自我理想实际上则与外部价值观念融合在了一起。—— 原注 

暨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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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莫测的根本原因，它不断大肆宣传名人和所谓的伟人，而不是讨论客 

观原因。一个全能而无法无天的族长形象的塑造—— 这种形象远在作为 

个体的族长之上，因而容易被放大为“群体自我”—— 是宣扬“一种被动 

受虐的态度，人们的意志必须任其摆布”的唯一途径。这种态度对法西 

斯拥趸提出了高要求，尤其因为他的政治行为与他作为私人个体的理'注 

利益，以及他实际所属的群体或阶级的理性利益之间互不兼容。111因此， 

从领袖的视角看，拥趸们重新唤醒的非理性是相当理性的：它必须是“一 

种不是基于知觉和推理而是基于性爱纽带的信念”。

将力比多转化为领袖与拥趸之间以及拥趸相互之间的那种纽带的机 

制，就 是 认 同 机 制 。弗洛伊德的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就是 

用来分析这种机制的我们这里不可能讨论这种非常微妙的理论区分， 

特别是认同和内摄（in tro je c tio n) 之间的区分。不过, 应该指出的是，我 

们应该感谢已故的恩斯特 •西美尔（E rn s t S im m el) 对法西斯主义心理学 

的宝贵贡献，他接受了弗洛伊德“认同的矛盾性是力比多组织口唇期的派 

生物”这一观念丨* 3 4 * * *】，并将其扩展为反犹主义（an ti-S em itism ) 的分析理论。

我们只想对认同学说和法西斯宣传、法西斯心理的相关性发表一些 

看法。有几位作者，尤其是埃里克•霍姆伯格•埃里克森 141观察到，法西

[ 1 ] 法西斯拥趸的受虐狂行为必然伴随着种种施虐冲动，这一事实与弗洛伊德有关矛盾心、理 

的一般理论（该理论的最初发展关联着俄狄浦斯情结）是一•致的。既然法西斯主义将个人整合为群 

众的做法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替代性满足，他们针对文明的挫败而产生的怨恨就仍然存在，但被疏 

导成与领袖的目标相一致；这种怨恨在心理上融入了对专制独裁的顺从。尽管弗洛伊德没有提出后 

来 被 称 为 “施虐 -受虐”（sado-masochism) 的问题，但他还是很清楚这一点，他接受勒庞的观点即 

是证明：“由于一个群体对何以构成真理或谬误毫无疑问，而且对自己的巨大力量深信不疑，所以它 

就像对威权谦卑顺从一样对它无法容忍•它只崇尚武力，极少被恻隐之心所感化，它认为恻隐之心 

不过是软弱无能的一种表现。它对英雄的要求是力量，甚至是暴力。它想要被统治和受压迫，它想  

要对它的主人诚惶诚恐•》”（FreUt U 922,p.l7.)—— 原注

[2j Ibid., pp. 58 ff.----原注

[3] Ibid., p. 61.----原注

[4] 埃里克 •霍姆伯格 •埃里克森 （ Erik Homburger Erikson, 1902-1994)，德商美籍发展心理

学家与心理分析学者，曾跟随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从事儿童精神分析工作，以其心理社

会发展理论著称，亦 以 发 明 “认同危机” Udemity crisis) 这一术语而著名。主 要 著 作 有 《童年

与社会》 S o a ey，1950)、《认同：青春期与危机》(We/iriy y〇utft and CWsis, I% 8)等*----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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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主义的领袖类型似乎并不像以前的国王那样是一个父亲般的人物。不 

过，这一观察结果与弗洛伊德有关领袖就是原始族长的理论只是表面上 

不一致。他对认同的讨论很可能会大大帮助我们从主观动力学的角度去 

理解某些实际上是因客观历史条件而形成的变化。认同是“与他人情感 

关系的最早表达，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历史中‘起着’一定作用” W 。 

很可能，这种前俄狄浦斯式的认同成分有助于将全能的原始族长的领袖 

形象与实际的父亲形象分离开来。由于孩子对父亲的认同作为对俄狄浦 

斯情结的回应只是•一个次生现象，所以婴幼时期的回归可能会超越这个 

父亲形象，并通过“情感依附”（a m c litk) 过程抵达一个更古老的形象。 

此外，认同作为一种吞噬（如 〇_ ) 行 为 ，亦即使被爱对象成为自己一 

部分的那种原始的自恋面向，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解下述事实的线 

索：现代领袖的形象有时似乎是主体自身人格的扩大，是他自己的一个 

集体投射，而不是当今社会中在主体婴幼期后来的各阶段作用已经大大 

减弱的父亲形象。121所有这些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澄清。

弗洛伊德的理想化U fe a fc flb n ) 理论承认自恋在法西斯主义群体形 

成的过程中扮演着身份认同的重要角色。“我们看到，对待对象的方式 

与对待我们自己的自我的方式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坠入爱河时，大量 

自恋的力比多会外溢到对象身上。更为明显的是，在许多爱的选择形式 

中，对象充当了我们自己某些未能实现的自我理想的替代品。我们爱它 

是因为自我之故而渴望尽善尽美；而现在，我们想用这种迁回的方式把 

它作为一种满足我们自恋的手段。” P1法西斯主义领袖在他的拥夏中试图 

宣扬的正是这种对他自己的理想化，元首意识形态（F iih re r ideo logy) 则 

助长了这种理想化。他不得不认真对付的人民一般都经历了一种典型的 

现代冲突：一方是高度发展的、理性的、自我保护的自我执行机构（ego

[1] Freud, 1922, p. 60.---原注

[2] Cf. Max Horkheimer (1949) M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Family Today,** in R. N. Anshen (ed.) T he

Family: Its Function and Desdny> Harper Brothers, New York.---原注

[3] Freud，1922,p, 74•参考张敦福译文。《论文明》，第 200页。—— 原注暨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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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cy), 111另一方是他们自己的自我需求一直无法得到满足。这种冲突  

导致了强烈的自恋冲动，而只有通过将自恋的力比多部分转移到对•象那 

里的理想化过程，这种冲动才能被吸收和满足。这一点又一次吻合了领 

袖形象与主体的扩大的相似之处：可以说，通过使领袖成为其典范，'他 

完成了对自己的爱，但是却甩掉了挫败和不满的污点，那些污点损害了 

他自己那种经验自我 （em p irica l se lf) 的形象。然而，这种通过理想化、 

通过漫画真实和有意识的团结所形成的认同模式，是一种集体的认同模 

式。它的有效性体现在大量具有相似性格气质和力比多倾向的人那里。 

法西斯主义的人民共同体（c o m m u n /7 o f th e p e o p le) 与弗洛伊德对群体的 

定义完全一致，即 “一群人，他们用同一个对象代替了他们的自我理想， 

因而在他们的自我中彼此认同” 121。反过来，可以说领袖形象从集体力量 

中借用了原始族长般的无所不能。

弗洛伊德对领袖形象的心理学建构得到了充分证实，因为它与法西 

斯主义领袖类型惊人地一致，至少就其公众形象的营造而言是这样。他 

的描述既适合希特勒的形象，也适合美国煽动家试图将自己打造成的理 

想化形象。为了获得自恋者的认同，领袖必须表现出绝对的自恋，正是  

从这种洞察那里弗洛伊德获取了 “原始部落族长”的肖像，而这很可能就 

是希特勒的肖像。

他就是人类历史开端之时尼采寄希望于未来所出现的超人  

(S u p e rm a n)。w 即使在今天，一个群体的成员也仍然需要一种幻觉： 

他们的首领平等而公正地爱着他们；但首领本人却不需要爱任何人， 

他可能有主子天性，绝对自恋，但又充满自信，无须依赖他人。我们 

知道，爱能抑制自恋，而且有可能证明，爱是如何通过这种运作方式

[1] 弗洛伊德这本书的英译用“faculty”（部门）对译了他的术语“Instan， （机关）。然 而 ， 

这个词并不具有德语原文的等级制含义。译 成 “agency”（执行机构）似乎更合适。一 原注

[2] Freud, 1922, p. 80.----原注’

[ 3 ]  尼采的超人概念与这种古老的意象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就像他对未来的愤憬与法西斯主 

义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一样，强调这一点也许并非多余。弗洛伊德的影射显然只适用于“超人”本 身 ， 

因为他在廉价的标语口号中已变得流行起来。——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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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文明的一个因素的。 111

煽动者演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缺乏积极的纲领，缺乏他们可能“给 

出”的任何东西，以及威胁和否认的矛盾盛行因此便得到了解释；领袖 

只有自己不去爱，才能被人爱。但是弗洛伊德意识到领袖形象的另一个 

面向，这一面向显然与前者相矛盾。领袖在以超人形象出现的同时还必 

须创造让自己以普通人形象出现的奇迹，就像希特勒伪装成金刚力士和 

城郊剃头匠的混合体一样。弗洛伊德通过自己的自恋理论也解释了这一 

点。根据他的说法：

个体放弃了自我理想，取而代之的是体现在领袖身上的群体理 

想。然而，在许多个体中，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间的区分并不是那么分 

明，二者依然很容易重叠在一起；自我常常保持着它早期的自我满 

足。在这种情况下，对领袖的推选将非常方便。他只需要以一种特 

别显著和纯粹的形式拥有属于他个人的典型品质，只需要给人一种 

强悍无比、更加不受力比多约束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一 

个强势首领的需要往往会在中途与他会合，并赋予他一种在其他情 

况下很可能无权享有的主导地位。这个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假如没 

有某些修正，他们的自我理想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就不会在他身上体 

.现出来）连同剩下的人一道被“暗示”，也就是说被认同这种手段弄 

得五迷三道了。 121

于是，即便是法西斯主义领袖种种令人吃惊的低级症候，即便是他 

与整脚演员（ham actor)、与不合群的精神病患者的相似之处，也在弗 

洛伊德的理论中得到了预测。由于拥趸的一部分自恋力比多（narcissistic 

lib id o ) 没有被投射到领袖的形象中，而是仍然依附在拥趸的自我那里， 

所以超人必须仍然类似拥趸，并以“放大”的形式出现。因此，法西斯主 

义人格化宣传的基本手段之一就是“伟大的小人物” （great litt le  m an) 这

[1] 阳 吨 1922, p. 93.参考张敦福译文。《论文明》，第214页，一 原注S 汉译注

[2] IW .,p> 1〇2•参考张敦福译文，《论文明》，第 220-221页，一 原注S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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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这个人既暗示着无所不能，又暗示着这样一种观念：他只是平  

民百姓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热血的、没有被物质或精神财富所玷污 

的美国人。心理学上的矛盾心理有助于创造社会奇迹。领袖形象满足了 

拥趸服从权威和成为权威本身的双重愿望。这符合一个非理控制的世  

界，尽管经过普遍的启蒙之后它已失去了内在信念。服从独裁者的人也 

会觉得独裁者是多余的。他们通过假定自己就是冷酷的压迫者从而调和 

了这种矛盾。

所有煽动者的标准手段都是按照弗洛伊德所揭示的后来变成法西 

斯主义煽动的基本结构、人格化技术和伟大的小人物之观念的路数设计 

的。[11这里只是随机挑选几个例子。 一

弗洛伊德对非理性群体中的等级因素做出了详尽解释。“很明显，一 

个士兵把他的上级，也就是把真正的军队领导作为他的理想，同时他也  

使自己认同于其同侪群体，并从他们的这种自我共同体中推衍出同志>倩 

谊 （com radeship) 所包含的有钱同使、友爱互助的义务d 旦是假如他试图 

以将军自居，那就变得荒唐可笑了。” 1 [2]也就是说，假如他有意且直接这 

样做的话。法西斯主义者中下至最末流的煽动家 i 他们一直都在强调仪 

式化的礼仪和等级差异。等级制在高度合理化和量化的工业社会的结构 

中得到的保证越少，法西斯主义者纯粹出于心理技术原因而建立并严加 

执行的没有客观存在理由的人为等级制就越多。不过，可以补充的是， 

这并不是唯一的力比多之源。因此，等级制结构完全符合施虐 -受虐角  

色的意愿。希特勒的著名公式“对上负责，_对下树威 ” （V e ra n tw o rtu n g

[ 1 ]  有关人格化的更多细节可参考弗洛伊德这本书的第44页脚注，他在那里讨论了思想和领 

袖个性之间的关系，以及第53页，他在那里把那些本质上非理性的、能将群体团结起来的思想定义 

为 “副统帅” （ secondary leaders)•在技术文明中， 一 个实际上默默无闻且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不可能 

立即移情到领袖那里。所发生的亊情毋宁说是一种对非人性化和不掺杂个人感情的社会权力的退化

的重新人格化 （ regressive re-personalization)。弗洛伊德清楚地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种共同

趋势，一种许多人都能分享的®望，可能……作为一种替代品。再者，这种抽象可能或多或少会完 

全体现在我们所说的副统帅的形象中。”—— 原注 .

[2] Freud, 1922, p. 110.----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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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 ch o b e n ， A utoritSt nach u n ten) 非常合理地解释了这种角色的矛盾心理。 w

践踏底层的倾向在对弱小无助的少数群体的迫害中表现得如此惨 

烈，就像对那些局外人士的仇恨一样直言不讳。实际上，这两种倾向经 

常同时出现。弗洛伊德的理论阐明了受人喜爱的群内（in-g ro u p) 和被人 

排斥的群外（out-g ro u p) 之间普遍存在的严格区别。在我们的整个文化 

中，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已经被认为是不言而喻，以至于人们缘何 

喜欢和自己相似之物而讨厌和自己不同之物，这个问题还很少被认真地 

问过。在这里，正如在许多其他的例子中一样，弗洛伊德的方法的生产 

力在于他对普遍接受的问题提出质疑。勒庞注意到，非理性的人群会“直 

接走向极端” 121。弗洛伊德扩展了这一观察，并指出内外群体的二分法具 

有根深蒂固的本质，它甚至影响到那些其“思想”显然排除这种反应的群 

体。因此，到1921年，他能够摆脱自由主义的幻想，即文明的进步会自 

动带来宽容的增加和对群外的暴力的减少。

即使在基督的王国里，那些不属于信徒团体的人，那些不爱基 

督的人，那些不被基督所爱的人，依然处在这种联系之外。因此，一 

种宗教即使自称是爱的宗教，它对那些不属于它的人也一定是冷酷 

的，没有爱心的。其实，从根本上讲，每一种宗教都是如此，对于自 

己的信众而言它是爱的宗教，而对于那些不属于它的人则残酷无情和 

毫不宽容，这在每一种宗教那里显得自然而然。无论亲自发现这一点 

有多么困难，我们都不应该因此而过于严厉地责备那些信徒：在这方 

面，那些对宗教不信奉不关心的人，他们的心理状况要好得多。如果 

说今天这种不宽容不再像前几个世纪那样表现得那么凶暴残酷，我们 

也很难断定人类的态度就已经温良恭俭让了。究其因，毋宁说这是宗 

教情感和依赖于它的力比多纽带不可否认地走向了弱化。如果另一 

种群体纽带取代了宗教纽带—— 社会主义的纽带似乎成功地做到了这

[ 1 ]  德国民间传说对这种品性有一i '极端的象征性说法•所《 “自行车人品”（Radfohrematurcn): 

上面点头哈腰，下面踢腿蹬脚.一原注

[2] Freud, 1922, p. 16.---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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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那么，它对局外人就会出现如同“宗教战争” （the W ars o f

R elig ion) 时代那样的不宽容。 111

弗洛伊德在政治预测上的错误，亦即把“社会主义者”的德国劲敌的 

所作所为归咎到社会主义者身上，就像他预言法西斯主义的破坏性'—

消灭群外人士的驱动力------样令人震惊。[21事实上，宗教的中立化所

产生的结果似乎与启蒙者弗洛伊德的预期正好相反：信徒和非信徒之间 

的区分已被维持和具体化。然而/它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自在的结构，独 

立于任何观念化的内容，而且由于丧失了内在信念更被顽固地维护。与 

此同时，爱的宗教教义那种抚慰人心的作用已渐行渐远。这就是所有的 

法西斯主义煽动家所使用的“山羊和绵羊” （buck and sheep) 手段的本质。 

由于他们不承认任何关于谁被选中和谁被拒绝的精神标准，而是以一种 

种族之类的伪自然标准取而代之，PI这种标准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就 

可以比中世纪的异端（heresy) 概念更无情地加以应用。弗洛伊德成功地 

识别了这种手段的力比多功能。它是作为一种否定的整合力量而发挥作 

用的。由于肯定的力比多完全被投入原始族长（亦即领袖）的形象中，由 

于可用的肯定性内容少之又少，所以就必须寻找否定的内容。“可以说， 

领袖或领导思想也可能是否定的；对一个特定的人或机构的仇恨可能会 

以同样的统一方式运作，并且可能会唤起与积极依恋相同的情感联系。” W 

毫无疑问，这种否定的整合依赖于破坏性本能，弗洛伊德在他的《群体心、

[1] FrcuA 1"2, pp. 50-51•参考张敦福译文。《论文明》，第 m —I K 页。—— 原注暨汉译注

[ 2 ]  关于“中立的”，稀释的宗教在法西斯主义心理构成中的作用，'可参见《威权主义人格》。

对这一问题领域的重要精神分析贡献包含在特奥多尔•莱克（TheodorReik) 的 《自己的神和别人 

的神》（Dere^ e/jeu/icMer/imK/eG ott) 和保罗 •费登（PaulFedem) 的 《无父社会》CDievafcr/ose 

Gesei/sc/iaft) 中。--- 原注

[ 3 ]  可以注意的是，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种族的意识形态通过涉及群体形成的特定退化， 

淸楚地反映了原始兄弟情谊的复兴。种族的概念与兄弟情谊有两个共同点：它被认为是“自然的”， 

是一种“血缘”的纽带，而且它是去性化（de-sexualized) 的。在法西斯主义中，这种相似性一直是 

无意识的。相对而言，它很少提及兄弟情谊，通常只涉及生活在德意志帝国边界之的德国人（“我 

们的苏台德兄弟”）。当然，这部分是由于回忆起纳粹所忌讳的法国大革命的博爱（fi：aternU6 ) 理 

想。—— 原注

[4] Freud, 1922, p. 53.---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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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中并没有明确提到这种本能，但他在《文明及其不满》中却认识到 

这种本能的决定性作用。在此语境中，弗洛伊德用自恋解释了针对外部 

群体的敌意：

在人们对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陌生人毫不掩饰的反感和厌恶 

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自爱或自恋的表现。这种自爱对个人的一意孤 

'行起作用，并且表现得好像任何偏离他自己的特定发展路线的事情都 

涉及对这种路线的批评，并要求对这种路线进行改变。 W

法西斯主义宣传带来的自恋收益（narc iss is ticga in) 是显而易见的。 

它不断地并且有时是以一种相当迂回的方式暗示，那些拥趸仅仅因为属 

于群内人员就比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更优秀、更高贵、也更纯洁。与此 

同时，任何形式的批判或自我意识都被视为自恋亏损并引发愤怒。这说 

明了所有法西斯主义者对他们所认为的“腐败危害之物” U ersetzend) 的 

粗暴反应，即揭穿了他们自己顽固维护的价值观的那些东西，并且还解 

释了怀有偏见的人对任何形式的内省（in trospection) 都充满敌意。相应 

地，将敌意集中在群外也就消除了他们对自己这个群体的不宽容，倘非 

如此，个人与这个群体的关系就会形成激烈矛盾。

但是，当一个群体形成之后，这种不宽容便在群体中暂时或永 

久地全部消失了。只要某个群体形态依然存在并且还在扩大，该群体 

中每个人的言谈举止就会表现得仿佛他们早就团结一致，他们会容忍 

别人的怪癖，让别人与自己平起平坐，而且对他们没有厌恶之感。根 

据我们的理论主张，对自恋的这种制约只能来自一个因素，那就是个 

人与他人的力比多联系。 121

这就是煽动者标准的“团结把戏” （unity tr ic k) 所追求的路线。他们 

强调自己与外人的不同，但在自己的群体中却淡化这种差异，倾向于抹

[1] Freud, 1922, pp.55-56.参考张敦福译文。《论文明》，第 186页。—— 原注S 汉译注

[2] Ibid, p 56.参考张敦福译文.《论文明》，第 187页，—— 原注妊汉译注



平自身的独特品质（等级制品质除外)。“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没有谁 

应该过得更好；势利之徒、知识分子和寻欢作乐者（pleasure seeker) 总要 

受到攻击。恶意的平均主义，所有让人蒙羞丢脸的兄弟情谊，它们形成 

的潜流暗礁都是法西斯主义宣传和法西斯主义本身的组成部分。希特勒 

那个臭名昭著的“大杂烩”（E in to p fge rich t) 指令就是其中的一个象征。 

他们越不希望改变固有的社会结构，就越是大谈特谈社会公正，这意味 

着 “人民共同体”的任何成员都不应该沉溺于个人的享乐之中。压迫性 

的平均主义而不是通过废除压迫来实现真正的平等，这是法西斯主义思 

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且反映在煽动者“只要你知道就好”（I f -you- 

only-knew) 的手段中，它所承诺者，是对别人所享受的各种被禁止的快乐 

存心报复，狠揭猛批。弗洛伊德是根据个体转变为心理上的“兄弟部落” 

(bro ther horde)成员这一原理来解读这一现象的。•他们的凝聚力(coherence) 

是针对彼此原始嫉妒的反应形态，并且被塞人对群体凝聚力的服务之中。

后来在社会中以集体精神（G em eingeist)、团队精神 （e s p ritd e  

corps)、“群体精神” （group s p ir it) 等形式出现的东西，并不也掩盖 

它是从最初的嫉妒中衍生出来的。没有人想要出人头地，人人都应当 

一模一样，都应当拥有相同的东西。社会公正意味着，既然我们自己 

否认了许多东西，那么其他人也同样不需要它们，或者是，其他人也 

不能提出对这些东西的要求。 w

还可以补充的是，在煽动者的技巧那里，对兄弟情谊的矛盾心理的 

表达是反复出现、非常惊人的。弗洛伊德和兰克121曾经指出，在童话故事 

中，像蜜蜂和蚂蚁这样的小动物“在原始部落中是兄弟，正如在梦的符号 

体系中昆虫或害虫意味着兄弟姐妹一样（在轻蔑的意义上，它们被称为 1

1 1 4 丨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论笔选

[ 1 ]  丹《>41922，1>1).87-88.参考张敦福译文。《论文明》，第210页。一 -原注暨汉译注

[ 2 ]  这里指奥托 •兰克 （ Otto M  188<M 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最早和最  

有影响的信徒之一，著 有 《艺术与艺术家》《英雄诞生的神话》等。弗洛伊德在书中提及了他的观 

点。—— 汉译注



弗洛伊德理论与法西斯主义宣传模式丨115

小幼崽）” ^ 。由于群内成员被认为是“为了同一目标而借助相似的爱成 

'功地使自己与他人彼此认同” [21,所以相互轻视在他们那里是不能被承认 

的。这样，这种轻视便通过对这些低等动物完全消极的情感贯注(cathexis) 

表现出来，并融合了对群外者的仇恨，然后再投射到后者身上。实际 

上，将群外人，也就是所有的外国人，尤其是难民和犹太人，与低等动 

物和害虫两相比较，这是法西斯主义煽动者最喜欢使用的手段之一。列 

奥•洛文塔尔对此已做过详细考察。 H

如果我们有权假设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刺激物与弗洛伊德《群体心 

理学》中阐述的机制吻合一致，我们就不得不问自己一个几乎是无法回 

避的问题：这帮法西斯主义煽动者既举止粗野，又文化程度不高，他们 

是如何获得这些机制的相关知识的？参考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M ein 

K a m p f) 对美国煽动家的影响不会有太大帮助，因为希特勒对群体心理学 

的理论知识似乎不可能超过源自广为人知的勒庞那里的最一般观察。也 

不能说戈培尔就是宣传的主谋，并且他完全了解现代深度心理学（depth 

psychology) 最先进的发现。仔细阅读他的演讲和他最近出版的日记选， 

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此人精明透顶，可以把权力政治游戏玩弄于股 

掌之间，但是他对他自拟的标语口号和给报纸写的社论背后的所有社会 

或心理问题的认识却是幼稚肤浅的。戈培尔是一位老练且“激进”的知 

识分子，这种思想是这位魔鬼传说的一部分，该传说关联着他的名字， 

并被急吼吼的新闻报道推波助澜；顺便说一句，这个传说本身就需要精 

神分析来做解释。戈培尔是在陈腐套路中展开思考的，他自己也完全陷 

人了人格化的魔咒之中。因此，为了解释这种被大肆宣传的、被视为操 

纵群众的心理学技巧的法西斯指令，我们还必须寻找学识以外的根源。 

最重要的根源似乎是已经提到过的领袖与拥趸的基本的同一性，它限定 

了认同的一个面向。领袖能够猜到那些容易受其宣传影响的人的心理渴 1

[1] Freud, 1922, p.114.—— 原注

[2] Ibid., p. 87.—— 原注

[3] Cf. Prophets o f D eceit.---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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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与需要，因为他在心理上与他们相似，与他们不同的是，他能够毫无 

顾忌地表达他们的心中所想，而不是因为他有任何固有的优越性。领袖 

往往都是口唇性格类型（oral character type) , 有一种滔滔不绝和愚弄他 

人的冲动。他们对拥趸们施加的著名魔咒似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 

口头表达：语言本身缺乏其理性意义，只是以一种神奇的方式发挥作 

用，并进一步促进那些把个人贬低为群体成员的古老退化。由于这种不 

受约束但主要是东拉西扯式演讲（associative speech) 的特点至少是以暂 

时的自我失控为前提的，它很可能显示的是内心的虚弱而不是强大。法 

西斯主义煽动者在吹嘘自己的实力时确实常常有这种软弱的暗示紧紧相 

随，尤其是在乞求资助的时候——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暗示是与实力本 

身的想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为了成功地满足其受众的无意识丨頭向， 

可以说煽动者只是把他自己的无意识转移到了外面。他特殊的性格综合 

征使他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而经验已在教他有意识地利用这种能力，理 

性地使用他的非理性，就像演员或某一类知道如何推销他们敏感神经 

(innervations and sensitiv ity) 的记者一样。在不知道这一点的情况下，_他 

就能按照心理学理论去说和做，这恰恰说明心理学理论是真实可靠的。 

他所要做的就是精明地利用他自己的心理，以使受众在心理层面产生 

共鸣。

另一个因素也进一步强化了煽动者手段充分适合其目的的心理学基 

础。正如我们所知，法西斯主义煽动如今已成一种职业，可以说是一种 

生计。它有足够的时间来测试各种吸引力是否有效，而通过所谓的优胜 

劣汰的自然选择，只有最悦耳人心的那种才最终存活了下来。它们的有  

效性本身就是消费者心理学的一个功能。通过一个“冻结”（fre e z in g) 的 

过程这种情况也出现在现代大众文化所采用的技术中—— 幸存的吸引 

力已被标准化，类似于在商业推销中被证明是最有价值的广告口号。这 

种标准化反过来又符合刻板化思维，也就是说，与那些易受这种宣传影 

响之人的“刻板情感症”（stereopathy) 和他们对无休无止、一成不变的重 

复的幼稚愿望相一致。后一种心理倾向是否会防止煽动者的标准手段因 

过度使用而变得迟钝，这很难预测。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以前人人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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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嘲笑某些宣传用语，如 “ Bhatund Boden”（血与土）W被戏称为“B lubo” 

(血地)，或北欧种族的概念，讽刺性动词“aufnorden”（北方化）Pi就是 

由这个概念衍生出来的。然而，这些吸引力似乎并未失去其迷惑力。相 

反，它们本身的“假冒伪劣”（phoniness) 很可能已被犬儒式和虐待狂式 

地当作一个指标加以享用了，这一指标表明，在第三帝国，唯独权力决 

定着一个人的命运，也就是说，理性的客观性（rationa l ob je c tiv ity) 并不 

能阻挡权力的运作。

此外，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这里讨论的群体心理学特别适用于 

法西斯主义而不适用于大多数其他寻求群众支持的运动？把法西斯主义 

宣传与自由、进步党派的宣传做一个哪怕是最随意的比较，也会表明事 

实确实如此。但是，弗洛伊德和勒庞都没有正视过这种区分。他们谈及 

群 体 “本身”时，类似于形式社会学（form a l socio logy) 所使用的概念 

化，没有对相关群体的政治目的进行区分。事实上，他们二人思考的都 

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不是它们的对立面，尽管应该意识到教会和 

军队—— 弗洛伊德为论证这一理论所选择的例证—— 在本质上也是保守 

的和等级分明的。另一方面，勒庞主要关注无组织的、自发的、昙花一 

现的人群。•只有那种远远超出心理学范围的明确的社会理论才能充分回 

答这里提出的问题。我们赞成以下一些建议。首先，法西斯主义的客观 

目的大都是非理性的，因为它们违背了他们试图接纳的许多人的物质利 

益，尽管希特勒政权的头几年出现了一些战前繁荣。法西斯主义固有的 

持续战争危险意味着毁灭，群众至少下意识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 

无论法西斯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如何为非理性的合理化编造神话，它在 

谈及自己的非理性力量时都并不完全是在说假话。既然法西斯主义不可 

能通过理性的论据来M 得群众，那么它的宣传就必然要偏离理性思维 1

[1] “血与土°作为德国的种族意识形态，是指一个民族的生存依猫血（民族的血统)和土地(农 

业生产的基础），同时也强调了农业的重要S 义以及农村生活的美德及传统价值。此观点起源于19 

世纪末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一 汉译注

[2] “aufoorien”是纳粹用语，意 谓 （通过所谓优生及生育措施）増加北方（雅利安> 人种 

比率》—-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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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rsive th inking) ,就必须以心理学为导向，就不得不调动非理性、无 

意识和退化的进程。那些遭受无谓挫折并因此形成一种发育不良、肖N理 

性心态的各阶层群众，其心灵构架都为这项任务提供了便利。法西斯主 

义宣传的秘密很可能在于它只是把人当作他们现在之所是来看待：今天 

标准化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 的真正孩子，基本上被剥夺了自主性 

和自发性，而不是去设定一些目标，一旦实现就有可能会让心理现状和 

社会现状得到超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法西斯主义宣传只需对现存 

的心理状态进行再生产（■reproduce) ; 它不需要引起变化—— 而作为其重 

要特征之一的强制性重复又将与这种持续再生产的必要性合二为一。.它 

绝对依赖于威权主义性格的整体结构及其每一个特有的特征，而威权主 

义本身正是现代社会种种非理性面向内在化的产物。在当时的条件下， 

法西斯主义宣传的非理性在本能经济（instinctual econom y) 的意义上具 

有了合理性。因为假如把现状视为理所当然和僵化之物，那么看穿它所 

付出的努力要比适应它、比通过认同现存事物一 ~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焦 

点—— 而至少获得的一些满足大许多。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与更信任 

群众的运动相比，极端反动的群众运动使用“群众心理学” （psych o lo g y  

o f the masses) 的程度会更厉害。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即便是最进步的 

政治运动，假如其自身的理性内容在倒转为盲目的力量时被击得粉碎， 

它也会恶化到“群体心理学”及其操纵的水平。

所谓的法西斯主义心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操纵而产生的。理 计 算  

的种种技术带来了被天真地认为是群众“天生”如此的非理彳生的东西。这 

一见解可能有助于我们解决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群众现象是否可以用心、 

理学术语来解释的问题。虽然群众中肯定存在一种容易接受法西斯主义 

潜在影响的趋向，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无意识的操纵，即弗洛伊德用 

遗传学术语解释的那种“暗示”，对于实现这种潜能也是不可或缺的。然 

而，这也证实了以下假定：法西斯主义本身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任何 

试图从心理学角度理解其根源及其历史作用的尝试，都还停留在诸$口由 

法西斯主义本身推进的“非理性力量”之类的意识形态水平上。尽管法  

西斯主义煽动者在他的演讲所针对的人群中无疑会持某些倾向，但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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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代理人才这样做的。心理学倾向实际上不 

会导致法西斯主义；相反，法西斯主义定义了一个心理学领域，可以被 

完全出于非心理学的利己主义原因而推动它的力量成功利用。当群众被 

法西斯主义宣传捕获的时候，发生的不是种种本能和冲动自发的原始表 

达，而是他们心理状态的准科学复兴—— 弗洛伊德在讨论有组织的群体 

时所描述的人为的退化。群众心理学已被他们的领导们掌握，变成了他 

们统治的手段。群众心理学不是通过群众运动直接表现出来的。这种现 

象并不完全是新生事物，而是在整个历史的反革命运动中都有所预兆。 

心理学远非法西斯主义的源头，它已成为叠加系统（superimposed system) 

中其他元素中的一个，而潜在的抵抗群众—— 群众自身的理性—— 所亟 

需的正是这一系统的全部东西。弗洛伊德理论的内容，即通过对领袖形 

象的认同来取代个人自恋，所指明的方向可以叫作压迫者对群众心理学 

的挪用。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过程具有心理学维度，但它也表明了一种 

日益增长的趋势：废除旧有的、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心理动因。这种动因 

被自上而下的社会机制按部就班地控制和吸收了。当领导们意识到群众 

心理学并将其掌握在自己手中时，它在某种意义上已不复存在。这种可 

能性包含在精神分析的基本结构中，因为对弗洛伊德来说，心理学的概 

念本质上是一个否定的概念。他以无意识的至尊至上来定义心理学的领 

域，并假定本我应该成为自我。.把人从无意识的他律统治中解放出来， 

就等于废除了弗氏的“心理学”。法西斯主义通过依赖性的永世长存而不 

是实现潜在的自由，通过社会控制对无意识的征用而不是让主体意识到 

他们的无意识，在相反的意义上推进了这种废除。因为，虽然心理学总 

是意味着对个人的某种束缚，但它也假定了个人在某种自足和自主意义 

上的自由4 19世纪是心理学思想的伟大时代，这并非偶然。在一个完全 

物化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关系，每个人都被简化为一 

个社会原子（social atom) ,简化为一种纯粹的集体功能，而心理学过程 

虽仍然存在于每个人那里，但已不再体现为社会进程的决定性力量。因 

此，个体心理学已失去了黑格尔曾经称之为其实体（substance) 的那种东 

西。弗洛伊德这本书的最大优点也许是，尽管他把自己局限在个体心理



学领域，并明智地避免从外部引入社会学因素，但他仍然到达了心理学 

退位的那个转折点上。“屈服于客体”的主体，“已被它取代了自己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主体这种心理学上的“贫困”，W 换言之也就是弗洛伊德所 

谓的超我，几乎用千里眼（c/a irvq^ ce) 预见了形成法西斯主义集体性的 

那种后心理学的、去个体化的社会原子（post-psycho log ica l d e -in d iv id u a liz e d  

social atom s)。在这些社会原子中，群体形构的心理动力学已经超越了自 

身而不再只是一个现实。“假冒伪劣”这一范畴既适用于领导人，也适用 

于群众的认同行为以及他们所谓的狂热和歇斯底里。就像人们打心眼里  

不怎么相信犹太人是魔鬼一样，他们也不完全相信他们的领袖。他们并  

没有真正认同于他，而是装作认同的样子，表演他们的热情，并因此参  

与到领袖的表演之中。正是通过这种表演，他们在不断被动员起来的本 

能冲动和他们已抵达的启蒙的历史阶段之间取得了平衡，而这一阶段是  

不能任意撤销的。也许正是对他们自己这种“群体心理”的虚构性产生了 

怀疑，才使得法西斯主义群众如此残忍且如此难以接近。.假如他们停下  

来略加思考，整个表演就会崩溃，他们也会陷入恐慌。弗洛伊德在一个  

意想不到的语境中，亦即当他讨论催眠使个体回退到原始部落和原始族 

长之间的关系时，发现了这种“假冒伪劣”的元素。 .

正如我们从其他反应中所知道的那样，个人身上程度不同地保 

存了恢复这类原始状况的倾向。有一种看法认为，不管怎么说，催眠  

只是一种游戏，是对某些古老印象的欺骗性更新，然而，这种看法可  

以被保留下来并用于提请注意下述状况：对于在催眠中因意志停滞所 

产生的任何过于严重的后果，都会存在着某种抵制。p)

与此同时，这个游戏已被社会化，其后果已被证明是非常严重的。 

弗洛伊德通过将催眠界定为仅仅发生在两个人之间，以此将它和群体心、 

理区分开来。然而，领导们对群众心理学的挪用，对他们使用技术的精  1

120 |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论笔选

[1] Freud, 1922, p. 76.----原注

PJ Ibid., 参考张敦福译文，《论文明》，第 218页。—— 原注暨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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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已使他们能够将催眠符咒集体化了。纳粹的战斗口号“觉醒吧德意 

志” （Germany awake) 背后恰好隐藏着它的对立面。另一方面，符咒的集 

体化和制度化使移情（transference) 变得越来越间接和不稳定，以致表演 

的面向、狂热认同的“假冒伪劣”和所有传统的群体心理学动力的“伪劣 

假冒”，都有了惊人的增长。这种增长很可能会在突然意识到符咒的不真 

实并最终在它的崩溃中戛然而止。社会化催眠（socialized hypnosis) 在其 

自身内部培育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将通过远程控制消除退化的幽灵， 

并最终唤醒那些尽管已不再酣睡却仍然紧闭双眼的人们。

2022年 1 0月译 

2023年 6 月校



所 谓 “顺从” w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Frankftlrterschule) 的老一辈代表，我们这 

些人最近受到了所谓“顺从”（Resignation) 的指控。据说，我们已经  

发展出一套社会批判理论的原理，但是却没准备从中获取实践成果。我 

们既未设计出行动方案，也未支持那些自认为是受到批判理论激励者们 

的行动。是否可以向理论思想家一他们总是相对敏感并且绝非防震仪

(stoBfeste Instrumente) --- 提出这一要求，此问题我将避而不答。在

个以劳动分工为特征的社会中，分配给这些人的任务可能确实是有问题 

的，他们有可能因它而变形走样。但他们也是被它塑形的；而且他们自 

己无法通过纯粹的意志来废除旧我，洗心革面。我不想否认内在于理论 

局限之中的主观缺陷因素。反对我们的意见可大致表述如下：谁若是在 

当下时刻怀疑社会发生根本变革的可能性，并因此对波澜壮阔的暴力行 

动不参与不建议，那么谁就犯了顺从罪。他并不认为他曾经拥有的变革

[ 1 ] 此文原题《鉴于目前的情况》（“AusgegebenemAnkB” ），是 阿 多 诺 于 年 2 月 9 日在

自由柏林广播电台(Sender Freies Berlin)发表的一篇广播讲话， 文字版改题为《顺从》（“Resignation”），

首次面世于《政治、科学、教育：恩斯特•舒特纪念文集》 成術 iwenscAa负 

/iir Emsf Schfitte, Frankfort: Verlag Moritz Diesterweg，1969, S. 62-65.)，后收 入 《阿多诺文集 》 《> 此文有

两个英译本1 ( 1 ) “8£5細注11〇〇>” 113115.双65丑1〇11151«:，1117^〇5 , 35 , 5卩1111呂1978，戸戸. 165-168.后被收入伯  

恩斯坦（J. Bernstein )编辑的《文化工业》一书 ： Theodor W. Adorno, The Cu/ture Inc/ustry.* Se/ecte<J 

Essays on Mass Culture^ London: Houtledge, 1991, pp. 177-186. (2 )  aResignation,w in Theodor W. Adorno, 

Cddcal M odels: 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 trans. Henry W. Pickfo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 " 8. pp，289 * * *-293•本文根据第- 个英译本并参考第二个英译本译出，关键用语核对了德语原文： 

Gesammcltc Schdften ： Kulturkridk und Gesellscha^t II , Bd. 10.2, Frankfo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4, 
S. 794-799。除最后一个注释外，其他英译注全部来自第二个译本。——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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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能够实现；实际上，一开始他就不想看到它能实现。在保持现状的 

同时，+他也默许了现状的存在。

远离实践在每个人眼中都是不光彩的。谁不立即采取行动，谁不愿 

意弄脏自己双手，谁就是怀疑对象；人们会觉得，他对这种行动心存反 

感是不合法的，而且他的观点甚至已被他所享有的特权所扭曲。对那些 

不信任实践者的不信任，从重复着“说得已足够多”的旧口号的反对"派一 

直延伸到广告的客观精神那里：后者宣传着积极参与的实干家的形象——  

它被称作模范（Le itb ild)，无论他是企业领袖还是运动健将。每个人都应 

该参与。只思考不行动的人是软骨头、胆小鬼，甚至简直就是大叛徒。这 

种敌视知识分子的陈词滥调深深地影响了那些反派群体，而反过来，那 

些反对派又被侮辱为“知识分子”，只是他们对这一点浑然不觉。

思想活动家的回答是：需要改变的事情之一正是理论与实践的分 

离。他们声称，正是为了废除务实之人和务实之理想的统治，实践才显 

得必不可少。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禁锢了思想。将反抗压抑的力量调 

转矛头，以压制性的方式去针对那些不会放弃其既定立场的坚守者——  

尽管他们可能不愿美化自己的存在状态，这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时常被 

提及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已有给实践的主导性让路之势。许多观点将理 

论本身定义为一种压抑的形式，仿佛实践与压抑之间没有更直接的关 

系。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统一的教条是由行动的内在可能性（即便它 

在当时还不能实现）所推动的。如今，出现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一个 

人执着于行动是因为行动是不可能的。然而，马克思本人在这方面也 

揭开了一个隐蔽的伤口。毫无疑问，他以如此威权的方式发表了关于 

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提纲，因为他对此并无任何把握。在他年轻的时 

候，他曾要求“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riic k s ic h ts lo s e K rid k a lle s  

Bestehendm) 可现在他却在嘲笑批判。但是他针对青年黑格尔派

[ 1 ] 阿多诺在此未作注释。这个句子出现在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1843年 9 月）中， 

其上下文是：“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 

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迸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愤，就是说，这种批判既 

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U)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 7页。■一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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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ghegelianer) 所开的著名玩笑，■他的新造之词“批判的批判” （kritische  

K r it ik ) 既是一颗哑弹，并且也只能被当作同义反复而灰飞烟灭。111强迫 

实践优先，使马克思本人所实践的批判陷人了非理性的停顿。在俄罗斯 

和其他国家的正统观念中，对批判的批判的恶意嘲讽成了允许现状以如 

此可怕的方式打造自己的工具。实践所保留的唯一意义是增加生产资料 

的生产。“人们工作还不够努力”，这是唯一被容忍的批判。这表明理论从 

属于实践是多么容易导致对新的压抑的支持。

对一种没有立即附有行动说明的思想的压抑性不宽容（repressive 

In to k ra n z) 121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不受控制的思想和不允许从该思想 

中推断出任何东西的立场必须令人恐惧，因为人们心里清楚却不能公开 

承认的事实是：这种思想是正确的。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所非常熟 

悉的那种老旧的资产阶级机制故伎重演，却毫无改变：.由负面状态（de i：

negative Zustand) --- 这一次是由受阻的现实---造成的痛苦变成了对表

达这种痛苦的人的愤怒。思想，亦即自觉的启蒙，威胁着对伪现实的祛 

魅，而按照哈贝马斯的表述，行动主义在这种伪现实中蠢蠢欲动。W 这种 

行动主义之所以被容忍，只是因为它被视为伪行动（Pseudo-A k tiv ita t)。 

在对主观立场的设计中，伪行动与伪现实结为同盟；该行动为了自我宣 

传，夸夸其谈，煽风点火，从而把自己拔高为目的本身，却否认自己只 

不过是充当着一种替代性满足。所有披枷戴锁者都想挣脱出来，获得自

II】 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一次联手出版的作品是^•布魯诺•鲍威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讽刺论 

战：《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0& oc/er fCriti/c cfer Wtfsc/ie/i /Ca'c/fc,

1845) i 其英译信息如下：TAe //〇// 尸am办M  Critfgue o f Crfc/c/sm, in vol. 4 of The Co/tectec/ 

Works o f Karl Marx and Fdeddch Engelst ed. Y. Dakhina and T. Chikilev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可参考。一 英译注

[ 2 ]  马尔库塞曾出版过《压抑性宽容》 —书，阿多诺此处的“压 

抑性不宽容”或许是反用此说。一 汉译注

[3] C£ Jurgen Habermas, *'Die Scheinrcvolution und ihrc Kinder: Scchs Thesen uber Taktik, Ziele, und 

Situationsanalysenderopposirionellenjugend，”（《伪革命及其产物：关于反对派青年的策略、目标及形 

势分析的六条论纲》）F/anA/iirter 及如由仁方如， June 5,1968, p. 8. In English, cf_ Habermas, Tbwarrf a

•Soc/ey Smtfc/jf &/«3印 a/jc/ Pol/tfcs，trans. Jeremy Shapiro (Boston: Beacon Press, 1971)。 ----

英译注



由，但却对这种愿望感到沮丧。在这种境况中，人们不再思考，或是只 

在虚构的假设中思考。在绝对化的实践中，只有反应是可能的, 职是之 

故，反应也是虚假的。只有思考能够提供一个逃避的出口，.而且必须 

是这种思考：其结果不是被规定的—— 就像经常出现在讨论中的情况那 

样 ，谁正确或是哪种东西无法促进事业发展，已被事先确定一一而是必 

然会退化为种种战术。当门被堵住时，思想没有中断就变得加倍重要。 

分析这种境况背后的原因并从这些原因中得出结论，正是思想的任务。 

思想的责任在于不把这种境况作为最终的境况w 接受下来。假如存在着改 

变这种境况的任何机会，那只有通过不曾缩水的洞察力（ungeschmaerte 

E in s ic h t)。彳寸诸实践并不能治愈顺从的思想，只要它为这个秘密知识——  

这条路根本就是不正确的道路一付出过代价。

一般而言，伪行动是试图在一个彻底被中介的、冷酷无情的社会中 

为直接•性⑵保留一块飞地。这一进程是合理的，因为接受任何细微之变都 

是通向总体变革之长征的第一步。伪行动的灾难性模式是“自己动手” (D o  

i t  you rse lf) 151综合征一这种行动所做的事，长期以来通过工业生产手段 

—直做得很好，且让不自由的个人在其自发性受阻时产生一种万事仰仗 

他们的自信感。在物质产品的生产中，甚至在修理许多东西时，“自己动 

手”（M ach esse lbe r) 的荒谬同样显而易见。然而，这并非问题的全部。 

随着所谓服务（D ienstldstungen) —— 有时按照技术标准被认为是多余之

举---的减少，私人采取的措施满足了一种准理性目的（quasi rationaler

Z w eck)。然而，在政治上，“自己动手”的方法却并不具有完全相同的

所谓-顺从- 丨125

[ 1 ]  原文此处的表达是“Situation a丨s endgfllrig”，第一个英译本译为“situation as finite”是错误

的，应为第二个英译本的“situation as final'  --- 汉译注

[2] 直 接 性 （Urnnittdbarkdt) 即 “思想的直接性”，是黑格尔的用语，指思维认识的初级 

阶段。他认为，在这个阶段里，人们所认识到的只是感觉中直接呈现的东西，尚未透过直接的东 

西深入它的背后或里面的本质，还没有把握具体概念的各个环节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转化，因此是 

直接性的认识，在此玢段中，具体概念的各个规定（范畴〉尚未得到区分或展开，仍 是 “自在 

的概念”，这是一种直接性的形式，即抽象的自我联系，“原始的同一性”，如质就是质，S 就是 

i 。—— 汉译注

[ 3 ]  阿多诺在此处直接使用了英语说法，随后才换成了德语表达-'—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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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以如此令人费解的方式面对人类的这个社会正是这些人自己。对• 

小团体的有限行动怀有信心，使人想起被包裹在总体性之下萎缩的自发 

性，没有它，这个总体性就无法转变成不同的东西。被管理的世界倾向 

于扼杀所有的自发性，或至少将其引导为伪行动。然而，完全达到这一 

目的并不像被管理世界的代理人希望的那样顺利。尽管如此，自 发 也  

不应被绝对化，正如它不能与客观境况相分离，不能像被管理的世界315 

样以同样方式被顶礼膜拜。否则，房间的斧头（它从未放过木匠）就会 

砸碎隔壁的门，防暴队就会出现在现场。U1政治暴力行为也可能堕落到伪 

行动的地步，堕落为作秀（Theater)。毫不奇怪，直接行动的理想和美化 

这一行动的宣传已经复兴，这紧接着以前的进步组织自愿接受整合而发 

生，在世界各地，那些组织都表现出它们曾经反对的那种特征。然而， 

这一过程并未削弱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回潮就是幽灵的 

回归。这种回归所表现出的对理论的不耐烦无助于思想超越自身。理论 

落后于它所遗忘的思想。对于个人来说，通过向他认同的集体签署投降 

协议，生活将变得更为容易。他不需要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无力；在他自 

己的那个同伴圈中，少数变成了多数。正是这种行为—— 而不是清醒的 

思考—— 才是顺从。在自我利益和它所投降的集体之间，没有任何透明 

的关系占据主位。自我若想分享集体的命运，它就必须废掉自己。康德 

绝对律令的残余明确地在这里显山露水：你的签名必不可少。这种新的

[1】 参见席勒的《威廉•退尔》（18〇4)第三幕第一场：

谁若头脑清醒感觉灵敏，

认真四下探望，信任上帝，手脚灵巧，

就能轻易地挣脱困境和险情；

生于高山的男儿，不会被高山吓倒a 

(他把手头的活儿千完，把工具放在一边）

我说，现在这扇门几年都能对付。

家里有把斧子省得去找木匠师傅。

(拿起帽子）

Johann Chnstoph Fneddch von Schillert Wilhelm Tell, trans. and ed. William F. Mainland [Chicago: University 

o f Chicago Press, 1972], 64_6S DU50S-1513])中译文参见[德]席勒：《席勒文集• V •戏剧卷》, 

张玉书、章鹏高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243—244页。—— 英译注暨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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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是以牺牲自主性思考（autonom esDenken) 为代价的。说在集体 

行动的语境中展开思考是一种进步，这种安慰被证明具有欺骗性：思考 

若仅仅用作行动工具，它就会像所有的工具理性一样变得迟钝木讷。目 

前，还没有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具体可见：正因为如此，任何看似唾 

手可得的东西都是退化之物。不过，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任何退化的 

人都没有实现他的本能目标。客观地看，退化（R iickb M m g) 就是放弃， 

即便它认为自己是相反的，并天真地宣扬着快乐原则。121

相比之下，毫不妥协的批判思想家既不在自己的良心上签名画押， 

也不允许自己被吓得只能行动，他们实际上是没有放弃的人。此外，思 

考并不是对现存事物的精神再生产。只要思考没被打断，它就牢牢把握 

着可能性。它那种永不满足的品质，它对小恩小惠式满足的抵制，都是 

在拒绝顺从的愚蠢智慧。思考中的乌托邦冲动越强烈，它就越不把自 

己物化为乌托邦—— 这更是一种退化形式—— 从而破坏它自身的实现。 

开放的思考会超越自身。就其本身而言，这种思考采取了一种实践之 

形 （G esta lt von Praxis) 的立场，它比那种仅仅为了实践而服从的立场更 1 2

[1] 此处第一"h英译本译为“reformation” (改良)，是误译，应为第二个英译本的“regression”。----

汉译注

[ 2 ]  弗洛伊德的“本能目标” （ Triebziel / Instinctual aim) 指的是性冲动倾向于释放内在生理或 

心理紧张的活动〇在 1905年出版的《性学三论》（Z>xe/AWMn<i/an^enmrSexua/£feeoife) 中，薄洛伊 

德根据婴儿性行为的不同阶段发展了与本能目标特定的有机来源密切相关的观点，而在后来的《冲 

动与沖动的命运》（m e6e undT^ ScWcfa/e，1915)中，他则考虑了更多升华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 

目标可以通过对象选择、分析、自我保护本能的替代等因素的影响而得到修改。在 《精神分析学引 

论》（Vbr/esunge/i 2u r_Ein/Shrunginc& Psyc/ioana/yse) 中，讳洛伊德开始认为，当力比多回归到儿童 

性心理发展的早期阶段，或者如阿多诺在这里暗示的那样，回归到一种更原始、更少分化的性心理 

组织形式时，退 化 （Regression) 才是有效的，弗洛伊德也经常将其称为“固着”（f ix a te )。

在弗洛伊德精神结构的经济模型中，“快乐原则”（Lustprinzip/pleasure principle) 是一个相对 

恒定的概念，意指将心理活动导向获得快乐的目标并避免其走向反面的策略。由此引出几个问题， 

例如，保持精神能量的恒定张力（“恒常性原则” [constancy principle] )相对于“死亡驱力” （ death 

drive) , 即所提供的快乐与能S 完全耗散的趋势：为了保证满足，以牺牲快乐原则在幻想、梦想和 

愿望实现中的蕋本（乌托邦）角色为代价，从而在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之间形成共谋，阿多诺显 

然指的是这一点〇 Cfl Freud,Jense/fsdeslusfprir^s ( 《超越快乐原则》，1920) ; English: Be/Oflci the 

Pleasure Principle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 f the Com 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 f Sigmund Freudy trans. 

James Strachey (London: Hogarth Press，1973)，18: 7-64。----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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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贴近真正能够带来改变的实践。在所有专门的、特殊的内容之外，思 

考实际上且首先是反抗力量，只有经过极大的努力才能让它疏远反抗。 

诚然，对思考这一概念的强调绝非安全可靠，这既不是因为现有条件，

也不是因为尚未实现的目标和任何类型的组织力量。然而，任何曾经存  

在的思想都可以被压制，可以被遗忘，甚至可以化为乌有。但不可否认 

的是，它的某些东西依然幸存于世。因为思考具有一种普遍的动力。曾 

经被深刻思考过的东西必定在另外的地方被其他人思考0 这种信心哪怕 

伴随着最孤独和最无能为力的思想。任何思想者在任何批评中都不会发 

怒 111:思考升华了愤怒。因为思想者不需要把愤怒强加于自身，更不愿 

将愤怒强加于他人。思想家眼中升起的幸福就是人类的幸福。普遍的压 

制倾向与思想本身背道而驰。思想在则幸福存，哪怕是不幸甚囂尘上的 

地方；思想在表达不幸中获得了幸福。谁拒绝让这种思想从他身上被夺 . 

走，谁就没有屈服于顺从。

2022年 6 月 2 6 日译

2023年 3 月 2 0 日校

【1 ] 这句话最近被《明镜周刊》（1977, 43: 214)用作一篇关于法兰克福学派与恐怖主义关系的 

简短文窣的标题，正如最近在德总志联邦共和国所表现的那样。—— 英译注



在美国的学术经历[I1

美国方面盛情邀约，让我写写我对美国学术与美国精神生活的贡献， 

我已请求对这一主题稍加修改。因为贡献与否不能由我来谈—— 即便要 

谈，也只有美国人能胜此任。何况眼下我也没有谈这个问题的能力，因为 

我离开美国已有十四年之久，缺少恰当的视角。相反，我请求自由表达一 

些我能够表达的东西—— 系统阐述一下我在美国以及与美国有关的学术经 

历，以及更广泛的思想经历。由此，或许可间接推演出那些年我初在纽约 

后在洛杉矶工作所瞄准的方向。试着这么做，也许不会给美国公众造成太 

大负担；因为我代表了一种极端的情况，因其极端，也许能将一种很少有 1

[1] 《在美国的学术经历》 （ “Wissenschaftliche Erfahrungen in Amerika*” I968)先有演讲稿，

后被收入《关键词：批判模型二》CStfdnvorfe: iCn'ffsche Afoc/dte 2, Frankfbrt am Main: Suhrkamp，1969, S. 

113-148)，最终又被收人《文化批评与社会》第二卷，并进入《阿多诺文集》(Gesamrae/teScArifte/K 

iCu/mrfco'cifc u/3«J Gcsd/schaft 27 , Bd. 10. 2> Frankfo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i 1974, Su 702-738) •此文有两 

个英译本，题目都改成了《一个欧洲学者在美国的学术经历》 （ “Scientific Experiences o 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 p 收录此文的著作分别是：（1) The Jhfd/e c f u a / j B u r o p e  and•Amerfca， 

1930-1960y eds.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jTi, trans. Donald Fleming,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 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338-370. (2) Theodor W. Adomo, Cddcal M odels: Interventions and 

Clafcftworcfc，trans. Henry W Pickfo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15-242■本文初译时 

主要根据第一个英译本并参考了第二个英译本，最后一次校对时则较多依据第二个英译本（因觉得 

它更忠实于原文>，并核对原文。本文中的“英译注”全部来自第二个译本，但个别注释或因涉及 

的广播版与后来的版本区别不大，或因注释文字已融入第一个英译本的正文之中，所以没有搬运过 

来9 除最后两段外，本译文全部由美国的曹雅学女史于2009年校订，特此致谢，但再校时，译者对 

先前的校对也多有改动；整个英译注与正文最后两段则由赵天舒校订。注释中的G S为 Gesamme/m 

SchiiTfexi的缩写。----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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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去阐述的东西稍加解释。我把自己看作一个彻头彻尾的欧洲人，从旅居 

海外的第一天到最后一日，我始终是这样认为的，从来也没有否认过。[1] 

对我来说，保持我个人生活的思想连续性不仅是自然而然之举，而且也是 

我在美国很快就充分意识到的事情。我依然记得我们初到纽约不久，一位 

出身于所谓富贵人家的年轻女子（像我们一样也是移民）在说明情况时给 

我带来的震惊。这位所谓的大家闺秀解释道：“我们这座城里的人以前常常 

去听交响乐，现在则去无线电城（Radio C ity) H 看演出。”我一点也不想像 

她所说的那样。即便我心有所想，也力不能及。就我的天性及个人经历而 

言，我并不适合思想方面的所谓“调整”（adjustm ent) H 。即便我充分认识 

到思想个性（geisrige In d iv id u a M t) 仅能通过调整过程与社会化过程发育成 

长，我也仍然认为，超越于纯粹的调整既是一种义务，同时亦可证明个'注 

成熟。借助自我理想（Ichidealen) 的认同机制叭人们必须让其自我从那 

种认同中解放出来。自主（A utonom ie) 与调整之间的关系很早以前就被弗 

洛伊德所认识，后来也为美国学界所熟悉。但是对于三十年前流亡到美国 

的难民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那时候，“调整”这个词仍然充满魔力，特 

别是对于那些来自欧洲的受迫害者来说，“调整”即意味着期望他们会在新 

的国度证明自己，而不会像以往那样固执己见。

我生命的头三十四年走过来的方向是“纯思辨”的方向—— 我是在 

最普通的前哲学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尽管就我的情况而言，这 g艮哲学 1 2 * 4

[ 1 ]  这个委婉的开场白来自第一个英译本，原文与第二个英译本都比较简洁：“一个美国邀  

请促使我写下我在美国期间的一些思想经历。以这种方式，从一个极端的角度，也许可以让3卩些很 

少被曝光的东西得到些许的揭示。我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欧洲人，对此我从未有过任何否 

认广—— 汉译注

[ 2 ]  这里指的是Radio Ci>y Musk Hall, 位于纽约曼哈顿第六大道洛克菲勒中心，于 15)32年 12 

月 7 日正式开张，为世界上最大的剧院之一。 Radio City Musk Hall—般直译为“无线电城音乐厅”， 

但实际上是°综艺剧院' 其缚号为“国家剧院” （ Showplace of the Nation)。----汉译注

[3】 “adjustment”（调整> 是阿多诺自己对德语“Anpassung” 一词的翻译，它 像 “conformity” 

(随波逐流）和 “adaptarioiT《适应）一样，带有更强烈的语气色彩„ — 英译注

[4] “自我理想” <eg〇 ideals)和 “认同”（identification，以前译作“求同作用”或 “自居作用”），

都是弗洛伊德使用的概念。在他那里，“自我理想”是 “超我”人格结构中的次级系统，它往往与儿 

童心目中的道德观念相吻合。參见[美】C.S. ® 尔：《弗洛伊德心理学人门》，陈维正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1985年版，第 23页。——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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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努力无法分开。我认为适合于我并且具有客观必要性的是对现象予 

以 解 释 而 不 是 对 事 实 进 行 确 认 、筛选和分类，并把它们当作 

可供使用的信息。这不仅与我的哲学想法合拍，而且也与我的社会学观 

念搭调。时至今日，我从来都没有对这两个学科严格区分，虽然我很清 

楚无论在德国还是美国，学科专业化的必要性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举例言之，《论音乐的社会情境》是 1932年我在法兰克福作为编外 

讲 师 （P riva tdozent) 发表于《社会研究杂志》上 的 一 篇 专 题 文 章 此  

文关联着我后来在音乐社会学方面的所有研究，已具有了纯理论定位。 

它建立在一种固有的、与总体性相矛盾的观念之上。这种矛盾也“显现” 

于艺术之中，艺术借助它可以获得解释。对于那种其思考模式顶多提供 

假定却从不提供知识的社会学，我与它是势不两立的。另一方面，前往 

美国至少我希望能完全摆脱民族主义与文化傲慢：在精神史的意义上 

(ge istesw issenscha ftlicherK u lturbegriff) ,我尤其意识到传统（特别是德国〉 

文化观念的可疑。与文化问题相关，在美国思想氛围中被认为理所当然 

的启蒙精神，也对我构成了强烈吸引。而且，能从 1937年那场迫在眉睫 

的大灾难中脱身而出，我也充满了感激。我决定尽我所能，有所改进， 

同时也不放弃我自己的个性。某种程度上，这两种冲动所形成的张力规 

定了我如何叙述我的美国经历。

1937年秋，我在伦敦收到了我的朋友马克斯 •霍克海默 （Max 

H o rkh e im e r) 发来的电报，他在希特勒上台前已是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 

究 所 （In s titu tfiirS o z ia lfo rs c h u n g) 的所长，如今他依然与位于纽约的哥 

伦比亚大学继续保持着联系。电报中说，如果我愿意与一个“广播项目” 

(R a d io pm jek t) 合作，我很快就能移民到美国。短暂考虑后我回电表示同 

意。实不相瞒，当时我并不知道“广播项目”是什么东西;“项目” (p ro je c t)121 1 2

[1] 4<Zur gesellschaftlichen Lage der Musik,** ZdtschriB; Bir Sozialfozschung 1 (1932): 104-124, 356-78> 

now in GS 18: 729-777. English: *4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usic,** trans. Wes Blomster Tclos, n a 35 (1975): 

128-164.—— 英译注

[2] 原文为英文单词。阿多诺在本文中多次使用英文说法，后文凡跟有英文词语、习语之 

处，均为原文中直接使用，故不再一 作注。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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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可用德语的“研究项目”（Forschungsvorhaben) 对译，但我当时却对 

这个词的美国用法一无所知。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假如我的朋友不是确 

信作为职业哲学家的我能胜此任，他就不会提出这一建议。我只能勉为 

其难地为它准备起来。在牛津大学三年，我曾自学英语，但也只是差强 

人意。经霍克海默邀请，1937年6月我曾在纽约待过数周，对美国算是 

有了一个初步印象。1936年，我在《社会研究杂志》发表过一篇对爵士 

乐进行社会学阐释的文章，此文固然十分欠缺专业的美国背景，但我至 

少涉及一个非常美国化的主题。基于如上原因，很可能我会迅速而集中 

地掌握美国生活的某些知识，特别是那里的音乐状况；这应该是不成什 

么问题的。

有关爵士乐的那篇文章，其理论内核基本上符合我后来所从事的 

社会-心理调查。很久之后我才发现，我理论中的许多方面已被温索 

普•萨金特那样的美国学者所证实。^虽然我那篇文章与+目关的音乐事实 

紧密相连，但根据美国的社会学观念，却依然存在未经验证的缺陷。它 

逗留于对听众起作用的材料领域，即 “刺激物”（Stim ulus) 方面，却没能 

或不愿通过使用数据采集法进展到“篱笆的另一边” ' 因 此 ，我听到的 

反对声音不绝于耳：“证据在哪里?”

后来证明，我对美国状况的无坤要更严重一些。我当然知道何谓垄 

断资本主义和大托拉斯，却不知道理性规划（ra tione lleP lanung) 与标准化 

在所谓的大众媒介乃至爵士乐那里已渗透到如此程度，并且在其生产过 

程中已扮演着如此重要角色。实际上，我仍然把爵士乐看作一种自发表 

达的形式，而爵士乐也确实喜欢这样标榜自己，却没意识到被计箅或被 

操纵出来的伪自发性（Schein-Spontaneitit) 问题（即二手货问题)。这一■

问题是我在美国的经历中逐渐明白的，后来我好歹也尽力阐述了一下。

P】 阿多诺为萨金特的书Jazz //or am/ 写过评论，刊发于 /Sr •S〇2/ai/bi^c/iu/7ig> 9

(m i ):〗67-V78.可参考。温索普•萨金特(WimhropSargeanU^ -〗986),美国音乐批评家，著有《聆 

听音乐》（lisfen/ngtoMis/V:,〗958)、《爵士乐史》（/azz:A ///stoi7，1964)等。—— 英译注暨汉译注 

[ 2 ]此处阿多诺直接使用英语习语“other side of the fence”，意谓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这 

里指从听众的角度做研究。一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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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爵士乐》一文的重刊差不多是在它首次面世的三十年之后，我与它已 

有了很大的距离。111因此，除注意到爵士乐的缺陷外，我还能感受到它所 

具有的各种优点。正是因为此文对美国现象的感知并非美国人那样清楚 

明了，而是去“间离”（ver&emdete) 它—— 就像如今人们在德国能非常 

流利地按照布莱希特的意思比划一番那样一去接近它，《论爵士乐》一 

文才指出了爵士乐的特性。P1鉴于爵士乐行话（J m ld io m s ) 人所共知， 

此特性很容易被忽略不计，却很可能就是其本质所在。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局外人视角与无偏见认识的两相结合，很可能就是我研究所有美国 

素材的特点所在。

当我于1938年2月从伦敦迁至纽约之后，有一半时间我在为社会研 

究所工作，另一半时间则为“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 （P rinceton Radio 

Research P ro ject) 效劳。后者由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 

主持，还有哈德利 •坎垂尔（Hadley C a n ttil) 与弗兰克 •斯坦顿 （Frank 

S tanton) , 以及彼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研究总监，他们也是该项目的 

合伙人。我自己则理应负责该项目中所谓的音乐研究。由于我隶属于社 

会研究所，我并没有像通常情况那样受制于眼下的竞争，也没有因外部 

强加的要求而具有压力。我有可能去追求自己的目标了。通过一系列活 

动，我试图公平对待我的双重承诺。在那一时期我为研究所撰写的理论 

文本中，我已形成了我想在广播项目中加以应用的一些视点和经验。 P1 

最初的作品既涉及《论音乐中的拜物特性与听之退化》一~此文面世于 

1938年 的 《社会研究杂志》，今天可在《不协和音》（D /ssonanze/j ) 这本

[ 1 ]  《论爵士乐》（“Ober Jazz”）以笔名 Hektor Rottweiler 发表于 /Sr

5 (1936: 235-259, now in GS 17, M usikalische Schriften 4: 74-108. English: MOn Jazz,*' trans. Jamie Owen 

Daniel, Discourse 12, no. 1 (19的-90): 45-69。--- 英译注

[ 2 ]  这里暗引了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 （Verfremdungseffekth —个熟悉的物体、做法等被

“陌生化”了，方法是将它从日常语境中分离出来，或者通过打破常规，使它能以折射的方式被体 

验。----英译注

[ 3 ]  广播版在此处接着写道：“无须多言，又^所谓的文化工业、意识工业、被操纵的大众文化 

进行研究，没有任何地方能好于美国。在那里，这种大众媒介的定向文化形式在当时已经是最先进 

的了。”——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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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书中读到，111也关联着我1937年起笔于伦敦、论述理查德•瓦格纳 

(Richard Wagner) —书的末尾部分。其中的若干章节被我们放在1939年 

的 《社会研究杂志》上，全书于1952年由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这本书 

与那种经验的音乐社会学的（empirisch-musiksoziologisch) 正统出版物区 

别巨大。虽然如此，它还是属于那一时期我所从事工作的整体框架。《试 

论瓦格纳》P1致力于社会学、美学与音乐技巧分析的结合，依此方式，一 

方面通过分析瓦格纳的“社会性格”（Sozialcharakter) 与其作品的功能， 

阐明了音乐作品的内在结构；另一方面（这一面在我看来更为重要），内 

在技巧的结果又应该被解读为社会状况的密码。不过，论拜物特性那个 

文本，旨在把我从美国获得的新的音乐-社会学经验概念化，也想为实 

施特定的研究勾勒出一个“参照系” （frame o f reference) 之类的东西。同 

时，此文也是对我朋友瓦尔特•本雅明的文章《技术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 

品》（此文发表在我们的杂志上）P)的批判性回应。我强调了文化工业生 

产中的问题框架与相关的行为反应，而在我看来，由于本雅明的努力过 

于直接，这一问题域恰恰无法得到“拯救” 。W .

那时候，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有一个总部，不过它既不在普林 

斯顿也不在纽约，而是设在新泽西州纽瓦克一个废弃的啤酒厂里，这实 

在有那么一点拓荒精神。每当经过哈得逊河下面的隧道前往那里，我就

[1】 MOber den Fctischcharaktcr in der Musik und die Regression des Horens,** in Z eitsch rift fiir  

Sozlalforschung 7 (1938): 321-356. Reprinted In Dissooanzen: Musik in der verwalteten Welty GS 14 (1973): 

7-167. English: **On the Fcdsh-Character in Music and the Regression of Listening,** in The Essential FrankAirt 

School Readerf ed.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rhardt (New York: Uri2en Books, 1978), 270-299. Reprinted in 

Adomo, The Culture Industryf cd. J. M. Bernstein (London: Roudedgc, 1991), 26-52.----英译注

[2] Versuch fiber Wagner (1952), reprinted in GS 13 (1971): 7-148. English: In Search o f Wagnert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NLB, 1981).---英译注

[3] Walter Benjamin, ̂ L^euvre d*art a Tepoque de sa reproduction mecaniseeM in Z eitschrift fiie  

Sozialforschung 5 (1936): 40-68;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 later, reworked version of the essay: 4<Thc Work o 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M in IUumina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cn Books, 1969), 217-252.—— 英译注

[4J 阿多诺与本雅明的往来信件收在《美学与政治：布洛赫、卢卡奇、布莱希特、本雅明与 

阿多诺之争)）（Aesthetics and Politics: Debates between B bch, Lukdcs, Brecht; Benjamin, Adorno, ed. Ronald 

Taylor London: NLB, 1977; Berso, 1980) —书中，可参考。---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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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有点像在卡夫卡的那个“俄克拉荷马露天剧场” （N aturthea te rvon 

O klahom a)。111研究场所选择的大大咧咧确实让我很是惊奇，这在欧洲学 

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对于那项正在进行中的研究，我的第一印象是它 

并不具有很多可以理解的明确特点。在拉扎斯菲尔德的建议下，我从一 

个个房间进进出出，与同事们攀谈，听到了“喜欢还是不喜欢研究”“节 

目安排的成或败”等等之类的言辞，刚开始时我对这些东西几无了解。 

但即便如此也足以让我意识到，这项研究涉及数据采集，理当使大众媒 

介领域中的计划部门—— 无论它们是直接设在行业中还是在文化咨询委 

员会之类的机构里—— 受益。我第一次看到了我面前的“行政管理研究” 

(adm in istra tive research) :;如今我已想不起究竟是拉扎斯菲尔德发明了这 

一词组，还是我自己因为对这种于我完全陌生的实用型科学感到震惊而 

使用了这一术语。

无论是哪种情况，拉扎斯菲尔德后来都在一篇文章中界定了这种管 

理研究与我们研究所所追求的批判的社会研究之间的区别，该文被收在 

1941年 的 《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之中121，那是我们献给“传播研究” 

(Kom m unikationsforschung)的专刊。不用说，在普林斯顿项目的研究框架 

中几乎没给批判的社会研究留有空间。项目的规章来自洛克菲勒基金， 

它明确规定，诸种研究必须限定在美国有影响的商业广播系统之内。这 

意味着广播系统本身，它的社会与经济方面的预设及其文化与社会学意 

义上的后果，都不应该予以分析。不能说我严格遵守了这一规章，但我 

也丝毫没被为批判而批判的欲望所驱使。倘如此，这对一个其第一要务 

是使自己熟悉其文化氛围，并有责任使研究就其所位的人来说将是不合 

适的。其实，让我感到困扰的是一个基本的方法论问题—— 与 “方法”一

[ 1 ]  参见弗朗茨•卡夫卡未完成的小说《失踪者》（DorVerarto& ne, 写于 1912 — 19M 年， 

第一章于1913年 以 《司炉》[ “DerHeizer” ]为题单独出版）的结尾，马克斯 •布罗德（MaxBrod) 

于 1927 年 以 《美国》CAmerifea) 为题出版了该小说。English: Amerfca, trans* E* Muir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2)• 《美国》最后一章的题目是《俄克拉荷马露天剧场》。一英译注暨汉译注

[ 2 ]  拉扎命菲尔德的这篇文章名为《评行政管理的传播研究与批判的传播研究》 （ “Remarks 

on Administrative and Critica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 ,发表于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hi Science 9 

(1941): 2-16。——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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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美国含义相比，欧洲人对它的理解更多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这里 

的 “方法论”（methodology) 却差不多意味着数据采集的实际技巧。我 

非常愿意走向著名的“篱笆的另一边”，亦即研究听众的反应；而我现在 

还能想起，当我为了自己的定位独自进行一系列非常随意且毫无系统的 

访谈时我是多么高兴，而且我还学到了那么多的东西。因为从孩提时代 

起，我就总是对出于冲动、毫无章法的思维心神不安。另一方面，今天 

我依然确信，在文化领域中被感知心理学（Wahrnehmungspsychologie) 仅 

仅看作“刺激物”的东西，在我看来其实是属于“客观精神”方面的问题， 

它在质上可以被确定，在其客观内容上也可以被认知。我反对的是陈述 

和测量了效果，却对效果与那些“刺激物”的关系不管不顾。也就是说， 

对让文化工业消费者（亦即广播听众）做出反应的客观内容不予理会。'正

统 的 “社会研究” （social research) 规则中不言自明的东西---通过受试

者的反应进行研究时，就好像这种反应是最重要的事情，是社会学知识 

最终的合法来源—— 对我来说则完全是介导的和衍生的。或者更谨慎地 

说：“社会研究”依然不得不决定的是，对人们的主观反应进行研究，究 

竟在多大程度上像受试者想象的那样是自发的和直接的；又在多大程度 

上不仅涉及传播方法和这个系统的暗示力量，而且关联听众所接触的材 

料的客观含义。而最终，这项研究还取决于广泛的社会结构甚至作为整 

体的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然而，研究中我仅仅是因为用艺术的 

客观影响取代了统计测量上的听众反应，我便与盛行于美国科学中那种 

几乎不受挑战的实证主义思维习惯（positivistischeDenkgewohnheiten) 发 

生了冲突。

而且，特定的音乐问题也阻碍了我从理论反思走向经验认识(Empirie) 

的进程，亦即困难在于描述音乐在听众那里主观上被唤醒的东西，也就 

是被愉快地称作“活生生的音乐经验” 111而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的东西。 

我简直不知道如何去接近这种经验。就所需要发现的复杂性而言，那个

[ 1 ] 原稿是“音乐经历”（Musikedelmis)，这是阿多诺在反对“音乐青年运动” （ Musical Youth 

Movement) 时押击的概念之一〇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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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别的功能，还可以在音乐播放时通过摁按钮来显示听者是否喜欢的 

小 机 器 （即所谓的音乐节目分析器m ) ,在我看来实在是难以胜任；尽 

管它提供的数据表面上具有客观性。PI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决定在进入 

实地研究之前，深人追究一下那个也许能称作音乐“内容分析” （content 

analyses) 的东西，而不把“音乐”和 “节目音乐”相混淆。我现在还记得， 

当社会研究所的已故同事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 ann)—— 《巨兽》P1 

(BeAem ofA ) —书的作者—— 问我有关音乐研究的调查问卷是否已被发 

放出去时，我是多么无地自容！因为那些被我视为关键的问题能否被问 

卷妥善解决，我还不甚了了。老实说，直到现在我也依然不清不楚。当 

然，这里也有我的误解（像我后来才意识到的那样)，他们并没指望我去 

深人了 音乐与社会的关系，而只是要我提供信息而已。彻底转变自己 

去满足这种要求，让我内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就像霍克海默 

安慰我的那样，即便我想做，恐怕我也不能完成此项工作。

我更多是作为音乐家而不是社会学家走向音乐社会学这一特殊领 

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我所做的一切。尽管如此，一种真正 

的社会学冲动也在其中发挥着作用，这种情况直到多年之后我才能做 

出解释。[4在借助音乐的主观态度去研究音乐时，我遇到了那个中介 

问题。唤醒这一关注的是如下事实：把那些明显是最初 

的直接反应当作社会学知识的基础是不恰当的，因为那些反应本身也是 

被决定的。职是之故，我们便可以指出：在社会研究主要涉及主观反应 

及其一般规律的所谓动机分析中，某种手段对于修正中介的表象，并通

[ 1 ]  广播版中阿多诺把 “program analyzer” 译成了 “die Programmanalysiermaschine”。--- 英

译注

[ 2 ]  广播版此处插话道：“说句题外话，如果人们认为音乐社会学研究的测试对象能够读懂音 

乐，然后简单地标记出他们喜欢或不喜欢的段落，那么这样的机器将显得多余。但在那里，我不得 

不很快意识到一这对我们来说大概也一样—— 能完全读懂音乐的人数与整个人口相比真的少得可 

怜。”—— 英译注

[3] Franz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 f Nadonal Socialism, 1933-1944t 2d rev.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4). The book was reviewed in Zeitschrifc fu r Sozmlfbrschuag 9 

(1941): 526-527.—— 英译注

[ 4 ]  广播版这里继续写道：“如果我不在美国，我永远也无法解释清楚。”——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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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附加详细的、定性的个案研究去洞察主观反应的先决条件，是方便有 

用的。但是三十年前，经验的社会科学并未像它后来那样集中关注动机 

研究的技巧，除了这一事实，我过去认为并且现在也依然觉得，甚至这 

样一套程序—— 无论它有多少东西诉诸“常识”—— 也是很不充分的。 

因为它依然不可避免地停留在主观领域：种种动机不过是存在于个体意 

识和无意识之中的东西。单单通过动机分析，并不能确定音乐反应是否 

与如何被所谓的文化氛围和超越文化氛围之上的社会结构因素所决定。 

当然，通过主观的看法和行为，客观的社会因素也会间接地变得分明起 

来。进而言之，受试者本人的看法和行为也总是客观的、“既成的”东 

西。它们对于显示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向至关重要，不过其程度并非像男P 

种社会学模式里出现的情况那样，把议会民主制—— 众 意 （v o lo n & d e  

t〇us) —— 的法则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绝对地等同起来。一般而言，客观 

社会因素可以解释主观反应，直到最具体的细节。从主观材料中，我们丨 

也可以反过来去辨析其客观决定因素。经验方法唯我独尊的名头能够得 

到支持，是因为主观反应比“全社会”（gesarntgesellschaftliche) 结构更容 

易确定和量化，而 “全社会”结构却不肯轻易就范于直接的经验方法。一 

个人可以从受试者那里采集的数据出发，进而研究客观的社会因素，也 

可以反过来操作，这两种路径似乎都有道理，只不过当社会学从这些数 

据的测定出发时，人们脚踏实地，感觉更稳固而已。但尽管如Jfc, 人C I 

从个人的看法与反应出发是否确实能走到社会结构与社会本质层面，这 

种情况依然无从证实。甚至这些看法所统计的平均反应也像涂尔干已经 

认识到的那样，依然是一种主观性的缩影。w

那些严格的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把这种限制强加于理论的建构之 

上，以致阻碍了整个社会与其行为法则的重构，这并非一次巧合。不 

过，首要的问题是，一种科学所选择使用的参照系、范畴和技巧在涉及

[ 1 ] 此文初版时引用了涂尔干的如下引文：“而且，不把客观反应与平均反应加以混清的另一 

原因是：平均出来的个体反应仍是个体反应…… ‘我喜欢这个’与 ‘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喜欢这个’， 

这两种陈述并无本质区别。” Emile Durkheim, Soc/o/qg/e erpMosoph/e ( 《社会学与哲学》），Paris, 

1963,121-122.——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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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的内容时，并不像某种对方法与对象严格区分的哲学所假定的 

那样中立和无关紧要。是从一种社会理论出发而把所谓的可靠观察数据 

阐释为纯粹的理论副产品，还是有选择地把数据看作科学的根本，把社 

会理论看作是对数据加以整理后而形成的纯粹抽象物—— 无论是哪种做 

法，都会对社会观念构成深远的实质性影响。与任何具体的偏见或“判 

断”（W e rtu rte il) 相比，选择什么样的“参照系”（Bezugssystems) 更能够 

决定一个人是把抽象社会（Abstraktum G esellschaft) 当作最根本的、控制 

一切具体事物的现实，还是鉴于其抽象性，在唯名论（N om inalism us) 的 

传统上只不过将其看作声息。PI这种选择延伸到了包括政治在内的所有社 

会判断中。动机分析走不了多远，它顶多能研究一下选择出来的几种因 

素对主观反应所产生的影响。而在文化工业的整体语境中，这些因素不 

过是多多少少偶然脱离于总体性（T o ta lity) 的东西；而那个总体性，不 

但从外部操控着民众，而且长期以来已被内化到民众之中了。

对 于 “传播研究”来说，这背后还隐藏着更为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 

美国，大众媒介社会学必须予以关注的现象，与标准化、艺术创造向消 

费品的转化、精心计算出来的伪个性化以及诸如此类在德国哲学中被称 

为 “物化”（Verdinglichung) 的种种表现是不能分开的。与此状况相匹配 

的是一个物化了的、大体上可操纵的、已经不会产生自发经验的意识。 

只用一个实际经历而不必借助任何详细的哲学解释，我就能以最简单的 

方式例证我所意谓的东西。在普林斯顿项目频繁更换的同事中，有位年 

轻女士与我有过接触。几天之后她已对我比较信任，便以一种非常迷人 

的方式问道：“阿多诺博士，问一个私人问题您介意吗?”我说：“这要看 

是什么问题，不过您尽管往下说。”于是她继续道：“请告诉我，您性格 

外向还是内向？” B 这就好像她这个活生生的人，已经根据问卷调查上那

[1] 声 息 （flatusvocis) ,即有名无实之物。中世纪法国经院哲学家、贡比涅的罗瑟林 （ Roscelin 

deComf^ gne, 1050-1125)曾认为，个别或殊相才具有真实性，一般或共相只是“声息”，是有名无 

实的存在。一一汉译注

[ 2 ]  此处所有的对话都直接用英语写出。—— 英译注



14〇丨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论笔选

些所谓的“自助餐式问题” 111模式展开思考，她已被这种模式控制了。她 

能使自己适应到这种僵硬的、预设好的分门别类中，就像人们在德国时* 

常观察到的那样。例如，在征婚广告中，人们用出生星座来描述自己的

特征---女方射手座，男方白羊座。物化意识（verdinglichtes B ew uB tsein)

当然绝不仅限于美国，而是社会的普遍趋向所培育和提倡的。但我只是 

在美国才第一次意识到它的存在。与经济-技术的发展趋势相协调的当 

代欧洲也正紧随其后。在此过程中，这种情结早已渗透到美国人的普遍 

意识中。1938年前后，若是有人胆敢使用“物化”这一概念，必会遭遇 

强力抵制；而时至今日，过度使用已让它变得破烂不堪了。

来自方法论怪圈（methodologischer Zirkel) 的威胁尤其让我心神不 

安：一个人要是根据经验社会学的流行标准去抓住文化层面的物化现 

象，他将不得不采用物化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就如同那台机器（节目分 

析器）一样充满威胁地在我眼前晃动。当我被要求去“测量文化” （ Kultur 

zu m essen )时，我意识到文化有可能恰恰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它把男P种 

能够对文化测量的思路排除在外了。一般而言，我对不分场合地应用“科 

学即测量” 121的原则十分抵触，但那时候，这种做法甚至在社会科学界 

也几乎不被批评。定量研究法被赋予约定俗成的优先权，而充其量，理 

论和个别的定性研究只应该是其补充，这种情况恰恰意味着我们不得不 

解决这个悖论。把我的思考转换成研究用语就相当于化圆为方。P1若去 

断定这在多大程度上跟我个人的观察误差相关，我当然并非合适人选， 

但其中的种种困境无疑也是客观存在的。它们在社会学科学概念的异质 

性 （Inhom ogenM t)中拥有了这种基础。在批判理论与自然科学的实验步

[t] “自助餐式问题”（Cafcteria-Fragcn) 是调查问卷中多选题式问题的一种特殊形式，答案 

一般由数个完整的句子构成。回答者通过选择某些答案，能表明对某一问题的态度或看法。—— 汉 

译注

[2] “科学即测量” （ science is measurement) 是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 Galileo Galilei, 1564— 

1642)提出的一个著名说法。一 汉译注

[3] “化圆为方” （ Quadratur des Zkkels / squaring the circle) 是古希腊三大几何难题之一》此 

题的假定是：利用尺规作图，求作一个正方形，使它的面积等于已知圆的面积。而如果不去掉“尺 

规作图”这一限制，此题将永无解决的方案，——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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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之间并不存在一个连续统一体。它们的历史起源完全不同，只有竭尽 

全力才能把它们整合到一起。多年以后返回德国，我曾探讨过这种异质 

性，在数篇有关方法论的文章中反驳塔尔科特•帕森斯111的观点，其中一  

篇 是 《社会学与经验研究》（“SoziologieundempirischeForschung”）。此 

文现已收人霍克海默与我合编的《社会学（第 2 辑）》（S〇d 〇7喂 ’Ca J ) 中， 

该著是社会研究所编辑的《法兰克福社会学文库》（FranAAirtei:J3e/tt%ezur 

Soz/cJog/e) 系列中的一本。

三十年前，我在这种问题上的怀疑与日倶增，于是我让自己沉浸在 

美国音乐生活（尤其是广播系统）的观察之中，并形成了与它相关的种种 

理论和假定;但我却无法设计出能够直抵事物核心的调查问卷与访谈计 

划。当然，我的努力多少也有些孤立。同事们并不熟悉我所关心的那些 

事情，这样他们就不是跟我合作，而是对我疑虑重重。非常有趣的是， 

所谓的文秘人员立刻被我的想法所吸引。我依然记得露丝 •柯亨（Rose 

K o h n )与尤妮丝 •库珀（Eunice Cooper) ,她们不仅抄写并改正了本人很 

多手稿的错讹之处，而且还给我打气加油—— 我对她们感激不尽。但是 

学问级别愈高，局面也就变得愈加不快。比如，我曾有过一个助手，其 

祖先很早以前来自德国，是门诺派教徒的后人；他本应是来帮助我的， 

尤其是要在轻音乐研究中助我一臂之力。他曾是一位爵士乐音乐家，我 

从他那里学到了大量的爵士乐技巧，还了解了美国的“热门歌曲” （song 

h its) 现象。但他不但没有帮我把我的问题构想转换成研究策略一一不管 

多么有限，反而写了一份类似抗议的备忘录。在那里，他情绪激烈地将 

自己看待世界的科学观与我那些毫无根据的空想（这是他对我那些思想的 

看法）加以对照。他根本没有把握住我的思想要点，而其怨恨则是显而 

易见的：我恰好带来的那种文化，尽管因为我的社会批判态度而并未让 

我感到真的值得自负，但在他看来却是毫无道理的傲慢。他不信任欧洲 

人，如同 18世纪的布尔乔亚不信任法国的流亡贵族。虽然我没有任何影

[ 1 ] 塔尔科特 •帕森斯 （ Takott P arser 1902- 1979),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 

代表人物，著 有 《社会行动的结构》《社会系统》《经济与社会》等。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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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与社会特权也毫无关系，但在他的眼里，我却成了某种篡位者。 m

我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在这一项目中的心理困境，尤其没有掩饰一个 

已有其既定目标者的灵活性缺失，也许我能以一些回忆为例，以 说 明  

这些困境并非完全出于我自身的限制。一位同事在其自身领域干得很好 

(这与音乐社会学毫无关系），他早已获得要职并受人敬重。他请我,就一 

项爵士乐调查做一些预测：这种轻音乐形式在哪里更流行？城市还是乡 

村？是谁对它更喜欢？年轻人还是年长者？经常去教堂的人还是不可  

知论者”（Agnostikem) ?等等。我用简单的“常识”回答了这些问题， 

就像一个毫无成见、没被科学吓住的人那样，因为这些问题完全在我研 

究的爵士乐社会学的范围之内。我的预言谈不上深刻，却得到了证实。 

其效果令人惊奇。我的那位年轻的同事并没有把此结果归因于我的简单 

推理，而是归因于一种神奇的直觉。于是我在他那里有了威信，但我不 

过是知道爵士乐粉丝多半在大城市而不在乡村而已，实在是不配获得这 

种威信的。他所完成的学术训练很显然对他起了这样的作用，即任何思、 

考若还没有被严格观察和记录的事实所固定，就应该加以除。的确， 

我后来碰到的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在进行经验研究之前形成太多假定'性 

的想法，那么一个人就有可能屈从于“偏见”（bias)，而这些偏见又可育g 

会危及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我的这位非常友善的同事宁愿把我当成一名 

巫医，也不愿意容纳跟“推想”（Spekulation) 这一禁忌搭界的东西。这 

类禁忌有扩散到其初始领域之外的趋向。对未经证实的东西持怀疑态度 

很容易转换成对思考的否定。另一个同样能干且已功成名就的学者把我 

对轻音乐的分析看作“专家意见” （expert opin ion)。他是从听众反应而不 

是从实际事物本身（即音乐）的分析进人这些问题的，他想把作为纯粹 

的刺激物的音乐排除在分析的范围之外，在他看来，'音乐只不过是投射' 

而已。这种论点我遇到过许多次。在美国，游离于人文学科这一特殊领 

域之外去理解精神方面的客观性观念，显然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人彳门把

【1] 关于阿多诺困境的其他观点，参见David E. Morrison, “Kultur und Culture: The Case o f

Theodor W. Adorno and Paul F. La2arsfeld,w Social Research 45 (1978): 331-355* ---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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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无条件地等同于承载它的主体，对其独立性与自主性则毫无认知。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系统的学术研究（die organisierte W issenschaft) 几乎 

认识不到根据创作者的心理状态去理解艺术作品是多么无足轻重。我曾 

见过这种情况中的一个例子，极端可笑。为了一组广播听众，我被分配 

了一项任务—— 天知道为什么一~分析他们在音乐中将要听到的结构成 

分。考虑到要从熟悉的东西着手同时也要符合大众的兴趣，我选择了构 

成舒伯特B 小调交响曲（h-m oll-Sym phonie) 第一乐章第二主题的著名旋 

律，以此例证链式交叠的主题特性为什么有其特殊效果。参与这次聚会 

的人中有一位年轻男子，因其穿着过于花哨，此前我已注意到他。他举 

手之后粗鲁地说道：我所谈论的东西都很好，也令人信服。但我要是戴 

个舒伯特的面具，穿上舒伯特的装束，就好像作曲家本人在发布有关其 

创作意图的信息，展开了那些构思，这样一定会更有效果。这种经验中 

呈现出的东西，马克斯 •韦伯 （M ax W eber) 差不多五十年前就在其科层 

制 （B iiro k ra tie) 理论的绪论中诊断出来了，而这种东西在15)30年代的美 

国已得到了充分发展—— 技术专家与欧洲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教养 

的人”（dergebilde teM ensch) 之间的对立。知识分子与专家的区分是否仍 

然存在，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这种区分，后者这些年来是否变得更 

趋于自我反省，这些问题本身就值得做社会学分析。

当乔治*辛普森 （George Sim pson) 博士被指定与我一道工作时， 

我在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上才得到了第一个真正的帮助。我很高兴能 

有这个机会在德国向他公开致谢。辛普森在理论方面见多识广，作为土 

生土长的美国人，他熟悉那些在美国所遵循的社会学标准；作为;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 111 一书的译者，他也熟悉欧洲的传统。我多次观察到，本 

地的美国人思想更开明；与欧洲移民相比，他们的最突出之处是更乐于 

助人。而欧洲移民在偏见与竞争的压力下，常常比美国人还美国化，他 

们也动辄把每一个新来的欧洲伙伴看作一种威胁，危及他们自己的“调 1

[1] E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 f L abor in Sodet}r, trans. George Simpson (Glencoe, 111.: Free 

Press, 1933).——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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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辛普森在职务上是“编辑助理” （ed ito ria l assistant) , 事实上，他做 

的工作远不止这个：其初步尝试是把我的特殊努力与美国方法整合到一 

起。这一合作是以一种令我意外且很有启发的方式完成的。就 像 “一朝被 

蛇咬，十年怕井绳” 111 一样，我已养成一种过分的谨慎。我简直不敢用美 

式英语毫不掩饰、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以使它们恰如其分。但 

是现在看来，这种谨慎并不适合像我这种远离试错法（tria l and e rro r) 的 

哲学。而辛普森不仅鼓励我写作时尽可能畅所欲言，毫不妥协，他还使 

出了浑身解数促使其成功。

从 1938年至 1940年，即在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中进行音乐研究期 

间，我通过与辛普森合作，完成了四篇较长的研究。没有他的帮助，这 

些研究也许就不会存在。第一篇名为《广播音乐的社会批判》，发表在《肯 

庸评论》1945年春季号上。那是我在1940年向从事广播项目的同事所做 

的一个讲座。此文发展了我著作中的基本观点，虽然有点粗糙，但也许 

还算清晰明了。121另三篇具体的研究把这些观点运用到了数据材料中。头 

一 篇 《论流行音乐》，刊载于《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杂志的传播卷中， 

是一种流行歌曲的社会现象学，该文特别提出了标准化（Standardisienm g) 

与伪个性化（Pseudo-Ind iv idua lis ie rung) 的理论，并呈现了可以由此推及 

到严肃音乐与轻音乐之间的明显区分。P1如果我在此指出，伪个性化是后

[ 1 ]  此处德、英文的表达是 ： als gebranntes Kind» welches das Feuer scheut / like the burnt child

that dreads the fire / Like a child who once burnt shuns fire„ ----汉译注

[2] **A Social Critique of Radio Kenyon Review 7 (194^: 208-217; reprinted in Reader in Public

Opinion and Communicationt eds. Bernard Bcrelson and Morris Janowitz (Glencoe, 111.: Free Press, 1950), 309-

316•此文在乔治•辛普森的协助下写于1938-1941年，属于普林斯顿产播研究项目的文本语料库，

后者最终将以《音乐潮流：广播理论的要素》 （ Current of Music: Elements of a Radio Theory) 为题， 

作为阿多诺《遗作》(NacMi/?)的第3卷出版a — 英译注

[3] **On Popular Music,** with the assistance of George Simpson,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 ocial 

& / « ^ 9 ( 1 9 41):17~48.1^〇1叫如《̂111(；5.在文章中，阿多诺实际上提供了两种类型的“伪个性化”， 

它们都与文化工业中的标准化相关•.一、产品的标准化，甚至是其可能的表而品种的标准化，这种 

标准化在没有个性化的地方提供了个性化的表象：“因此，规范的标准化以一种纯技术的方式强化了 

其自身偏差的标准化一 t t个性化/  (25>二、实际上差异甚微的产品之风格和品牌的标签技术， 

提供了消费者选择的幻觉：“它为区分实际上无法区分的东西提供了辨识的商标……流行音乐变成了 

多项选择问卷。”（2 6 )——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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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在 《威权主义人格》一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人格化（Personalisierung) 

概念的最初形式，而且它的确在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学里获得了一些 

重要性，-也许这并非完全没有益处。111第二篇是对国家广播公司“音乐 

欣赏时刻 ” （N B C  “ M usic Appreciation H our”）的研究，这一内容详尽 

的英文文本当时不幸未能发表，如今它在许多方面显然已过时落伍，无 

法在美国产生任何影响。承蒙拉扎斯菲尔德的善意与许可，后来我把此 

文中我认为重要的东西以德语插入到《被欣赏的音乐》 （ “ D iegew ikdigte

Musik” .）中一----那 是 《忠实的伴奏者》（DerGetreueKbrrepefl’for) —•书

中的一个章节。121此文涉及批评性的“内容分析” （content analysis〉，是要 

简明而严格地呈现如下问题：作为一个受到高度评价、有着广泛听众、 

被看作倡导音乐文化的非商业性节目，达姆罗施时刻131其实是在传播着 

有关音乐的虚假信息，散布着一个具有欺骗性的、不真实的音乐概念。 

此文找到的那个虚假的社会基础与负责这一“欣赏时刻” （A ppredatio ii 

H o u r) 的那些人所持的观点吻合一致。最后，我完成了（(广播交响乐》 

这一文本，并把它发表在《广播研究（1941)》卷中。[4此文的主旨是， 

严肃的交响乐一经电台转换就不再是它所呈现的东西，因此，广播工业 

声称把严肃音乐带给了普罗大众纯属子虚乌有。该作一经发表便立刻遭

[1] T h e  A 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by T. W. Adorno, Else Frcnkel-Brunswik, Daniel J. Levinson, and

R. Nevitt Sanford, in collaboration with Betty Aron, Maria Hertz Levinson, and William Morrow, Studies 

in  P rejudice^  ed. Max Horkheimer and Samuel H. Flowerman, vol. 1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0). 

Chapters 1, 7» 16, 17, 18, and 19 appear in G S  9.1 (1975); 143-509 under the tide Studies in the A uthoriudan 

P erso n a lity .----英译注

[2] In G S  15:163-187. The original English manuscript of the study has been published and introduced

by Thomas Y. Levin and IVIichael von der Linn as Theodor W. Adorno, MAnalytical Study of the NBC Music 

Appreciation Hour,** The Musical Quartetly 78 (Summer 1994): 316-377.----英译注

[3] “达姆罗施时刻”（Damrosch-Stunde / Damrosch Hour) 即达姆罗施主持的“音乐欣赏时 

刻” （ Music Appreciation Hour) 〇 瓦尔特•达姆罗施 （ Walter Johannes Damtosch, 1862- 1950)是德裔美 

籍作曲家和指挥家，1928—1942年担任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 音乐指挥，主持“音乐欣赏时刻”。 

此节目为系列广播讲座，主要针对学生谈论如何欣赏古典音乐。节目在学生在校时播出，广播公司 

还为教师提供了教科书等材料，以方便师生收听、学习，所以很受欢迎。—— 汉译注

[4] **The Radio Symphony: An Experiment in Theory,** in Radio Research 19411 ed. Paul. F, Lazarsfeld

and Frank N. Stanton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41), 110-139.----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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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强烈反对，于是著名的音乐批评家B.H .哈金撰文批驳，并给它贴上标 

签：此为那些基金会最喜欢的胡说八道—— 这种指责当然很不准确。 W 

我也把此文的要点合并到《广播的音乐用途》中，此 为 《忠实的伴奏者》 

的最后一章。p l当然，其中的一个想法现已过时：我的观点是广播交响 

乐根本不是交响乐，此观点与音质的技术转换有关，因为当时电台仍然 

流行使用唱片，普遍失真；而后来的高保真立体音响技术已克SK了这一 

缺陷。但我相信，此种状况并不会影响到我的这两种理论：“原子式收 

听”（dasatom istischeH 6ren) 和广播中呈现的是古怪的音乐“形象特征” 

(Bildcharakter)。这两种理论已幸存下来，超越了早期的声音失真。

与 “音乐研究” （M usic Study) 实际上本应成就的东西相比，这项研 

究至少在提纲形式上是不完整的，或者用美国人的话说，这个结果只是 

—次 “打捞行动” （salvaging action)。广播音乐的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理 

论应有系统阐述，从这方面的呈现情况看，我并没有取得成功。后来的 

德语著作《音乐社会学导论》（■Ein7eftuflig'in c fc iW iK its o z/o7cg j‘e) 究竟在

[ 1 ] 确切的引用如下：阿多诺的废话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基金会和期刊所追求的那种东 

西。我们被告知，他 “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所有联系”，“一直在‘广播研究室’负责音乐研究”， 

他在这项研究中的影响，他的地位和权力，由其他作者对其建议、想法和著作的跪拜（genuflections) 

所证实••即使是麦克杜加德，在提及歌曲出版商对歌曲作者发布的指令时，也不得不说一句“参考 

T W 阿多诺的《音乐的拜物特性与听之退化（原文如此）》M Z e/BcftriftffirS〇z/aifoischu^ ，7 (1938): 

336.” [原文中的第二次修订]而且此事不仅限于阿多诺一个例子。不过这就是之后的事了• B.H . 

Haggin, Music in the Nation (New York: William Sloan, 1949), 94-95.

哈金的全部谩骂在1942年7月25日和10月10日对赫伯特•格拉夫博士（ D t Herbert G raf)的《歌 

剧及其在美国的未来)> (TTw Opera ancfte future in America) —书的尖刻评论（收 在 《国家音乐》一  

书里）中变得一览无遗，其中，作者被指责为“有一种用概念和体系来操作的德国丨规向”（1 0 4 ) ,以 

至 于 “无论格拉夫博士处理什么事实，它们都会在被纳人概念的体系化（ conceptual systematizations) 

的过程中获得错误的意义，而这些概念的体系化是在没有考虑它们与事实缺少关联的‘清况下发展起 

来的”（1〇5) , 然后哈金开始了他真正的发难："格拉夫博士的表演是典型的德国式写作。作为一个 

舞台导演，他是含混不清的，而 《博士教授》（PmfesOTltotoir) 则是非常迂腐的，但德国式写作的 

惊人之处在于，它既有迂腐的事实开掘，又有与事实毫不相关的概念空转（concept-spinning) , 有时 

甚至变得极为怪诞，实际上经常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去操纵事实，歪曲事实。这种写作的一个极端例 

子是阿多诺关于广播对交响乐影响的讨论。”（107)他在这篇专栏文章的最后写道：“这种对远离我  

们感兴趣并影响我们的艺术现实的关注，这种对这些现实的蔑视，是我一直计划讨论的音乐学写作 

的典型特征。我随时会付诸行动。”（1〇8) ——英译注

[2】 *"0ber die musilialische Vctwendung des Radios," in G S15:369-401.---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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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一需要，不能由我来进行评判。那几篇文章不过是 

提供了一些研究示例，而并非那种我觉得人们所期待我拿出来的整体规 

划。此缺陷也许主要是来自如下事实：我向受众研究的转型并不成功。 

这样的转型是绝对必要的，最重要的是为了区分和修正定理。[11音乐内容 

分析中所观察到的社会意义是否为听众自己所理解，以及在多大程度上 

被他们理解，他们又是如何对这些影响做出反应的，这些问题还悬而未 

决，只能通过经验手段获得答案。把刺激物中可以体察到的社会含义与 

那些体现于“反应”（responses) 中的社会含义想当然地当成是一回事， 

固然显得幼稚；而仅仅由于对听众反应还缺乏确定的研究就认为这两者 

完全互不相千，无疑也同样天真。事实上，正 如 《论流行音乐》研究中 

所推论的那样，如果流行音乐工业的标准与规则是在一个还没有彻底标 

准化、技术组织化的社会中公众偏好的沉淀物，那么我们仍然能够推断 

出，客观内容的社会含义并没有完全脱离它们所诉诸对象的意识与无意 

识—— 否则流行将不成其为流行。界线是在人为操纵下制定出来的。另 

—方面，也应该考虑到，从一开始就打算让人以娱乐形式接受的那种浮 

浅与表面的材料，所期待的也只能是相对浮浅与表面的反应。音乐的文 

化工业所折射出来的意识形态并不必然需要与受众的意识形态相等同。 

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包括美、英在内的许多国家，其通俗报刊常常宣传 

极右翼观点，但迄今为止，这些鼓吹在形塑公众意志方面并未造成任何 

严重后果。在经验社会学与理论社会学（theoretischeS oziolog ie) 之间的争 

辩中，我自己的立场往往会遭到歪曲，尤其在德国就更是如此。我的观 

点可大致总结为：经验研究不仅合理合法而且绝对必要，甚至在文化现 

象的领域也是这样。但是这种研究绝不应该独立进行，或是把它看作一 

把万能钥匙。重要的是，经验研究本身也必须以理论知识为归宿。理论 

并非只是一种工具，只是一旦搞到数据就变得碍手碍脚的东西。

也许需要指出的是，来自于普林斯顿项目中的四项音乐研究，连同

[ 1 ] 广播版：“如今我很髙兴地看到马尔堡（Marburg) 已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首先，区分 

和修正我提出的定理是很重要的。”——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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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篇论音乐拜物性的德语文章，还有《新音乐的哲学》中所包含的主题， 

直到 1948年才全部完成。我在美国文本中已运用起来的有关音乐再生产 

与消费的观点，也将运用到音乐生产方面。当时完成于美国的《新音乐的 

哲学》涉及我后来与音乐写作有关的所有东西，包括《音乐社会学导论》。111

有关“音乐研究”的著述绝不仅限于在我名下呈现出来的这些东西。 

另外还有两项研究（其中一个是严格的经验研究)，它们至少可看作是受 

我的著述启发而成，虽然我并没有指导它们—— 我当时并不是《广播研究 

(1941)》编辑部成员。在《请听音乐》H —文中，爱德华•萨齐曼（E dw ard 

Suchman) 考察了《广播交响乐》中论听众反应的一个论点，这是迄令为 

止如此考察的唯一尝试。他确立了那些熟悉现场严肃音乐者与那些仅靠 

广播了解严肃音乐者在音乐欣赏能力上的区别。此问题的性质关联着我 

自己的研究路径，因为我的著作也关注现场经验与“物化”经-验（来自 

机械复制手段）之间的区分，其观点也许已被萨齐曼的研究所证实。有些 

人听过现场的严肃音乐，还有一些人只是通过专门播放音乐的纽约电台 

W Q X R频道13】去熟悉它，前者的趣味要优于后者。141但这种区分是否就像 

我的理论所阐明，或像萨齐曼的结论大致暗示的那样，真的可全部归因 

于音乐经验的理解模式，或者像我现在大体认为的那样，是否存在着第 

三种因素的进入，即一般去听音乐会的人们已属一个传统，此传统让他 

们比“电台迷” （Radio Fans) 更熟悉严肃音乐，他们也的确比那些局限于 

听广播的人有一种更专门的兴趣，此类问题无疑还悬而未决。而且，通

【1】 Philosophic dcr neuen Musik (1949), now GS 12; Philosophy o f Modern Music, trans. Anne G. 

Mitchell and Wesley V. Blomster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3). Einleitung in die M usiksoziologie: Z w olf 

theoredsche Vorlesungen (1962), now in GS 14 (1973): 169-433.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 f Musict trans. E .

B. Asht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6).--- 英译注

[2] Edward A- Suchman, **Inviurion to Music: A Study of the Creation of New Music Listeners by 

the Radio,*' in Radio Research 1941 % ed. Paul. F. Lazarsfdd and Frank N. Stanton (New York: Ducll, Sloan, and 

Pearce, 1941), 140-188.—— 英译注

【3】 WQXR是纽约古典音乐电台的一个频道，其全名是WQXR • New York's Classical Music

Radio Station。--- 汉译注

[ 4 ) 广播版继续说道：“我们得到了这个结果，尽管这里使用的研究方法恰恰是从我们要研究 

的那种物化意识的模式中依次产生的。” 一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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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项可以理解为让我满意的研究，我对用物化的方法来处理意识的物 

化问题的疑虑也变得非常具体。使用人们所熟悉的“瑟斯顿量表” 111技法， 

一组专家应该能选出有某种特性的作曲家，由此又能区分出通过现场和 

通过广播熟悉音乐的那些人的标准有何不同。而这些专家又大都是因为 

他们在音乐界的突出成就而被挑选出来的。这里所引发的问题是，这些 

专家本身的观念是否已打上了物化意识（这恰恰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中常 

规观念的烙印。在我看来，柴可夫斯基在这个量表中名列前茅，只是证 

明了我的这种疑虑不无道理。

刊发于《广播研究（1941)〉> 上的《流行音乐工业》由邓肯.麦克杜 

加德完成，此项研究有助于演示音乐趣味的可操纵性理论。 此文对于认 

识表面上直接、实际上是经过中介的这种情况也有所贡献，因为它详细 

描述了当时的热门歌曲是如何“制造”（gemacht) 出来的。通过“高压式” 

(h ig h pressure) 广告之法，或者是“大力宣传”（plugging) ,乐队这一广 

为传播热门歌曲的最重要渠道受到扶植，以便某些特定的歌曲经常被演 

唱，特别是在广播里经常播放。到头来，纯粹是因为不停地重复，它们 

才有了为大众所喜爱的机会。因此，麦克杜加德的功劳是在音乐界首次 

对这种机制进行了详尽的论证。但即便如此，我也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观 

点。我的看法是，他所坚持的那些事实是属于广播技术集中化和大众媒 

介被少数大亨控制之前的那个较早的时期。在这项研究中，对大众趣味 

的操纵基本上还是那些插手过多的“经纪人”（agents) 所为，要么干脆就

[ 1 ]  瑟斯顿f l 表 （ Thurstone Srak, 又称“瑟斯顿ffl表法” > 是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测ffl态度 

的第一个正式方法，由美国心理测验学和心理物理学的先驱瑟斯顿（ Louis Leon Thuistcme* 1887 -  

1955)于 1928年提出。此M 首先搜集一系列有关所研究态度的陈述，然后邀请一些评判者将这些 

-陈述按从最不赞同到最赞同方向分为若干类。经过淘汰、筛选，形成一套约20条® 义明确的陈述， 

沿着由最不赞同到最赞同的连续统分布开来。要求参加态度测量的人在这些陈述中标注他所同S 的 

陈述，所标注的陈述的平均量表值就是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分数a LL Th u m cm ean dE JC h ave  ̂

The M ensurement o f Atdtude: A Psychophysical M ethod and Some Experiments with a Scale fo r Measuring

Atdtude toward the Chur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9). See also note 60 below*---汉译注

暨英译注。

[2] Duncan MacDougald，Jr.， ‘TThe Popular Music Industry,” in Ruib ■Research 65-109,----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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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行贿受贿与腐败的结果。但事实上，客观的系统以及具有相当大程度 

的新技术条件早已接手了这项工作。鉴于此，今天有必要重复研究和探 

索流行音乐之所以流行的客观机制，而不是那些喋喋不休的家伙所搞的 

阴谋诡计，对于他们的那张“表" （sheet) ,麦克杜加德曾有丰富的描述。⑴ 

在当前的社会现实面前，它很容易显得作风老派，因而显得相当温和。

1941年，我在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 应用社会研究所（Bureau

o f A pplied Social Research) 就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 的活动结束了，

与妻子一道移居加利福尼亚，之前霍克海默已在那里落脚。后来的几 

年，我与他几乎完全待在洛杉矶，联手进行《启蒙辩证法》

—书的写作。此书完成于1944年，而书后的附录则写于1945 

年。在此期间，我与美国研究界断了联系，直到1944年秋天才又恢复过 

来。当我们还在纽约时，霍克海默面对欧洲正在发生的恐怖事件，已在 

着手反犹主义问题的研究。与研究所的其他成员一道，我们形成并发表 

了一个研究项目的规划，然后不时去参考一下。此规划除别的内容；̂卜， 

还包括一个反犹主义类型学（TypologievonA ntisem iten)。经过充分修改， 

这个类型学又出现在后来的研究中。正如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的“音乐 

研究”是以我那篇用德语写就的文章一《论音乐中的拜物特性与听之退’ 

化》—— 为理论前提一样，《启蒙辩证法》中 “反犹主义要素” （“ E lem ente 

desAnrisem itisinus”）那一章（我与霍克海默在这章中有最严格意义上的 

合作，由我们一起逐字逐句口述而成）则对我后来参与伯克利民意研究 

组 （Berkeley Public O pinion Study G roup) 的研究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些

[1】 “这张表列出了目前流行歌曲以及每首歌在三大广播网上的电台播出次数（1〇次或以

上）...从下午5点到凌晨1点。每 周 ‘进人该列表’ （ making the sheet) 是每个歌曲宣传员 （ song

pi— ) 生活的主要目标，他的成功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让歌曲人表并保持它们在推荐列表中处于 

高位•” Duncan MacDougald, Jr., ‘*The Popular Music Industry，” in iiW，99.

广播版这里是“spiel”而不是“sheet”•早期的英译版据此翻译道：“鉴于此，麦克杜加德的研 

究今天耑要被重复进行，以探究流行音乐之所以流行的客观机制，而不是那些喋喋不休的家伙所搞 

的阴谋诡计—— 对于这号人的‘油嘴滑舌’（spid) ,麦克杜加德曾描述得活灵活现。在目前的社会 

状态下，这种油嘴滑舌因其作风老派而很容易惹人注意，所以便好像有了一种吸引力。” '— 英译注 

暨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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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在《威权主义人格》[l i—书中找到了自己的文学表达。此处提及《启 

蒙辩证法》（此书还未被翻译成英语H ) 我以为并非多余，因为这本书最 

能够消除《威权主义人格》从一开始就遇到的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因其重 

点强调而引发的一个误解，即该书的作者们基于纯粹的主观臆测而试图 

去解释反犹主义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因而错误地认为这一 

政治-经济现象主要是心理学层面的东西。我在普林斯顿项目“音乐研 

究”的构想所指出的那些足以显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图。“反犹主义 

要素”从理论上把种族偏见放在一个客观上趋向于社会批判理论的语境 

之中。当然，与某种经济正统论相比，我们并没有完全排斥心理学，而 

是把它作为一种解释性因素，在我们的研究方案中给它一个适当位置。 

但是，客观因素高于心理因素而居于首位，我们则从未有过怀疑。我们 

坚持了一个在我看来非常可信的观点，即在当今社会，客观建制与发展 

趋势已获得了对个人的绝对支配，以至于人们显然越来越多地成为凌驾 

于他们头上的主导趋势的仆从。越来越少地依赖于他们自己特定的有意 

识和无意识的存在，即他们的内在生活。与此同时，对社会现象的心理 

学和社会心理学解释在很多方面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伪装（ideok^ches 

D e c k b ild) :人们对总体性制度的依赖越大，就越是对它无能为力，因而 

也就越是有意无意地受到引导，误以为一切事情都能自己做主。我曾非 

常尖锐地说过：“人就是非人化的意识形态。” P1因此，已被提出的与弗洛 

伊德理论有关的社会心理学问题，尤其是涉及深度心理学与性格学的问

[ 1 ]  在广播版中阿多诺把书名  The Aut/ioricLdaiJ PersonaL'fy 译成了D ie  auroifrifts容e&umfene

P ersdnlichkeit。 --------英译注

[2] M ax H orkheim er and Theodor W. Adorno, D ialectic o f  Enlightoim enty trans. Jo h n  Cumming (New

Y o rk : Seabury Press, 1972; reprint, New York; Continuum, 1989). A  new translation is under way, a chapter 

o f  w hich has been  published. Cf. **Odysseus or Myth and Enlightenment,** trans. Robert H ullot-Kentoi; New- 

G erm an  Critique 5 6  (Spring-Summer 1992): 109-142, and his introduction, 101-108.------- 英译注

[ 3 ]  此句的德、英文表达分别是 “DerMenschist die Ideologic der Entmensdilichung” / is die 

ideology of dehumanizadon.* Cf. Jargon der Eigendichkeity G S 6:452; English: The Jargon o f  Aud\cnaat}\ trans. 

Knut Tamowski and Frederic Wil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ftrnl* 1973)，59•两个中译本一者与拙译相同》 

—者译作“‘人’是去人类化的意识形态。”参见[德]特奥多•阿多尔诺：《本真性的黑话：评德意 

志意识形态》，夏凡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1页。[德]阿多诺：《本真性的行话一  

论德意志意识形态》，谢永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笫姑页。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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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绝不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早在为社会研究所《权威与家庭》1935 

年卷写的长篇导言中，霍克海默就已谈到把社会黏合在一起的“7JC泥” 

(K itt) ,并形成了如下论点：鉴于社会向其成员所做的承诺与其实际上给 

予他们的东西之间存在着差异，除非社会对民众的心灵内部加以重塑以 

使他们与社会保持一致，否则社会机器就无法运转。111如果说在资产阶级 

时代随着对自由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曾经产生过符合新生产方式的人， 

那么，这些可以说是由经济-社会制度产生出来的人后来又成了一种额 

外因素，以确保那些塑造了他们主体形象的种种条件永世长存。我们把 

社会心理学看作客观社会制度的主观中介（sub je ktiveV e rm itd un g)，没有 

这样的机制，社会就无从操控主体。在这方面，我们的观点接近主观导 

向的研究方法，即自上而下去娇正刻板思维，在这种思维中，对•制度至 

上的引证取代了制度与其构成成分之间具体关系的洞察。另一方面，具 

有主观导向的分析只有在客观理论中才占有一席之地。在 《威权主义人 

格》中，这一点是被反复强调过的。按照时代的主导趋势，该著聚焦于主 

观要素可以解释为社会心理学仿佛被用作了点金石（Stein d e rW e ise n) , 然 

而，根据弗洛伊德的一个著名表述，它不过是试图在已知的基础上添加 

一些新东西而已。希望以后我能另有机会把这一点说清讲透。

霍克海默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些研究者已有过接触， 

主要有尼维特•桑福德（N ve ittS a n fo rd)，现已过世的艾尔丝•弗伦克尔一 

布 伦 斯 威 克 ，还有丹尼尔 •莱文森（D anid Levinson)。我觉得霍克海 

默与他们的最初接触始于桑福德发起的一项关于悲观主义现象的研究， 

该研究后来再次进行时形式上已有很大改动，涉及的研究范围也更为广 

阔。其中破坏性冲动被看作威权主义人格的决定性维度之一，只不过不 

再 是 “公开的”（overten) 悲观主义意义上，而往往恰恰是对它反应的抑

[1】 Sftid/en 邱eriluthorrWt unc/jPamiffe, ed. Max Horkheimer (Paris: Alcan, 1936). The “AHgemeiner 

Tcil** was later retitlcd MAutoritat und Familie** and anthologized. English: ̂ Authority and the Family,** in C 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txans. Matthew J. O'Connell and others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2).----英译注

[ 2 ] 即布伦斯威克夫人（ElseFrenkd-Brunswi^ WOS- 1958),丈夫自杀后，她一直没有从那种 

死亡芘惊中恢复过来，并日渐消沉下去。1958年 3月 3 1日，她死于用药过量。阿多诺在后文中含 

蓄提到了她的英年早逝。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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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上。1945年，霍克海默开始负责设在纽约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研究 

部”，由此得以将伯克利小组与我们研究所的学术资源“汇”（gepooled) 

到一起，.合伙经营，这样，此后数年，我们能就共同感兴趣的理论问题 

进行广泛研究。霍克海默不仅负责这些研究的总体规划—— 其文稿收在 

《偏见研究》系列中，由哈珀出版社出版™ ，而且如果没有他，《威权主 

义人格》的具体内容也是不可想象的。长期以来，他与我在哲学和社会 

学方面的反思已完全融为一体，以至于我们的思想已很难分清彼此。伯 

克利研究项目（Berkeleystudie) 的组织形式是这样的：桑福德与我担任 

主任，布伦斯威克夫人与丹尼尔•莱文森是我们的主要研究伙伴。不过 

从开始起，一切事情都是通过完美的“团队合作”（team w ork) 完成的， 

并无任何等级讲究。我们全体人员在《威权主义人格》一书的扉页上共 

享 “荣誉”（c re d it)，这一事实充分反映了实际情况。这种不拘正式的上 

下级礼节并扩展到所有计划和执行细节上的具有民主精神的合作，对我 

来说不仅非常愉快，而且也是我在美国所经历的最富有成果的事情，这 

与欧洲的学术传统形成了对照。从我的美国经历看，德国大学目前将其 

内部运作民主化的努力对我来说是很熟悉的，而我也真的觉得这是我在 

美国经历的那种传统的延续，为在德国实现类似的民主化，我要尽我所 

能。伯克利那里的合作没有摩擦，没有阻力，也没有学术竞争。例如， 

桑福德博士花了很多时间，以最友善和最细心的方式编辑了我写出的所 

有章节，推敲其行文风格。当然，“团队合作”顺利的原因并不仅在于那 

种美国氛围，而且也在于学术旨趣—— 我们都倾向于弗洛伊德的理论。

[ 1 ] 《偏见研究》(Scud_« in fte/ud'Ce)系列由马克斯•霍克海默和塞缪尔• H.弗罗曼(Samuel H. 

Flowerman) 编辑，哈拍出版社（纽约）出版，由美国犹太人委员会（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赞助，展示了关于偏见和社会歧视，特别是反犹主义的研究结果。最终出版的书锫包括 ： The 

A uchontadan Personality by T. W. Adorno, Else Frenkel Brunswik, Daniel J. Levinson, and R. Nexitt Sanford; 

D)Ti!tmics o f Prejudice: A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Study o f Veterans by Bruno Bettelheim and Morris 

Janowitz; And-Scmidsm and Em odonal Disorder. A 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 by Nathan Vi! Ackerman and 

Marie Jahoda; Prophets o f Deceit: A Study o f the Techniques o f the American Agitator by Leo Low-enthal and 

Norbert Gutcrmann; and 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 A Study o f Political And-Scmiasm in Im pau l Gcrmunr 

by Paul W Massing。----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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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四人一致同意，对于弗洛伊德，我们既不能亦步亦趋，也不能像精 

神分析修正主义者那样去注水稀释。我们对他有所偏离，是因为我们有 

具体的社会学关切。其中包括的客观因素，尤其是那里的“文化氛围” 

(ku ltu re llen K lim as) , 与仅仅作为应用心理学的弗氏社会学观念并不完 

全匹配。我们将定量分析作为必需品对待，这也与弗洛伊德形成某种对 

照，因为对他来说，研究的本质就在于定性研究，即 “个案研究 ” （case 

studies)。不过自始至终，我们对于定性因素都是认真对待的：支撑定量 

研究的那些范畴本身都具有定性特征，它们来自分析性格学（analytische 

Charakterologie)。而且从一开始，我们就打算通过追加定性的个案研究， 

来弥补定量研究中机械成分所造成的危险。纯粹通过定量手段发现的东 

西很难抵达遗传的深层机制，而定性分析的结果又很容易被指责为缺乏 

普遍性，从而失去其客观的社会学效应。通过使用一系列不同的技术， 

而这些技术仅通过单一的核心概念相互协调，我们试图打破僵局。布伦 

斯威克夫人做出了很大努力，反过来将她在指定部门获得的严格定:注临 

床分析结果进行了量化，我对此提出了异议，因为这种量化只能使我们 

再次失去定性分析所具有的互补优势。由于她不幸英年早逝，我们再也 

无法继续这个争论了。就我所知，这一问题至今依然悬而未决。

对威权主义人格的研究从不同层面展开。虽然研究中心在伯克利， 

我每两星期去那里一次，但与此同时，我的朋友弗雷德里克 •波洛克  

(Frederick Pollock) 也在洛杉矶创办了一个研究小组，有社会心理学家布 

朗 （J. F. B m w n)、心理学家卡萝尔.克里顿（C aro lC ree don)，还有几个 

人也参与其中。那时候，我们已和精神分析学家弗雷德里克•海克医生W 

及其同事建立了联系，类似于研讨会性质的讨论也常常在洛杉肌对此感 

兴趣的学者圈中进行。把若干单个的研究辑成一套有规模的文字作品，

[1J 弗雷德里克，J.海 克 （ Frederick J. Hack%  1914-1卿 )，出生于维也纳，精神病学家和精祌 

分析学家，在瑞士巴塞尔大学取得医学学位（1939)后前往美国，1945年在洛杉肌创建“海克精神 

病疗诊所” （ Hacker Psychiatric Clinic)。著 有 《十字军战士，罪犯与狂热分子：我们这个时代的恐怖 

与恐怖主义》 （ Crusacfcrsi Criminais, Crazies: Terror a/wf Ibimrfsm in Our 7Ime， New York: W. W. Norton, 
1976)等。阿多诺在后面会谈到他与海克医生的进一步交往。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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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想法成型较慢，也有些随意。此文集共同成就的核心内容是“F 量 

表” 111 , 它 在 《威权主义人格》的所有部分似乎都发挥了最大影响—— 不 

管怎样，它被应用和修改了无数次，并在适应了特定的当地条件后，成 

了德国衡量威权主义可能性量表的基础，重建于1950年的法兰克福社会 

研究所希望在年就此量表出版一份大型报告。H 根据美国杂志上的 

某些测试，以及几个熟人不太系统的观察，我们形成了如下看法：即使 

没有明确征询有关反犹主义和其他法西斯主义的意见，通过确定通常伴 

随着某些具体观点并与它们构成某种性格上统一的僵化之见，我们也可 

以间接推断出这种倾向。因此在伯克利，我们在一个自由和放松的环境 

中研发了 “ F 量表”，这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步步为营的学充式科研观念。 

这可能是我们四位研究负责人都有所谓的“精神分析背景” （psychoanalytic 

ba ckg ro und)，尤其是我们都熟悉自由联想法 （d ie M ethode der freien 

A SS〇Ziad〇n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像《威权主义人格》这样的著 

作虽然缺点多多，但它对美国材料和美国方法的熟悉却从来没有争议， 

其创作方式与社会科学中实证主义的通常形象是完全不一致的。在实际 

中，这种实证主义并不像理论方法文献让人相信的那样无条件地占主导 

地位。如此来推测并不显得过于牵强：无 论 《威权主义人格》有多大价 

值，它都应归功于自由精神，是那种自由让它具有了原创性，超越了常 

规性，充满了想象力，且直指核心问题。在我看来，这种游戏冲动对于 

所有的精神生产力（ge istigeP roduktdvitiit) 都是必要的，在研发“F 量表” 

的过程中，这种东西当然不能付诸阙如。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琢磨整个

[t] “F 量表”（F-Skoh/ F-soJe) 中的“F”指代的是-法西斯主义”（Fascfcm) ,故此盘表亦 

可 译 为 “法西斯倾向贷表”。在 《威权主义人格》一书中，阿多诺等人制作了许多测a 调查表，其 

中的一种是“潜在的反民主、法西斯倾向量表” （ The Implicit Anridemocratic Trends of PotentiaHty for 

Fascism [F〗Scale) , ----汉译注

[2] 关 于 《威权主义人格》一书的巨大影响，参见Richard Christie and Peggy Cook* “A Guide 

to Published Literature Relating to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Through 1956,** in The Journal o f Psydiology 

45 (1958): 171-199。

阿多诺暗指的研究是 Mlchaela von Freyho丨d, ■/lufoiffiiifsmus uncf potft/sche Z/xith/e: einer Sfciia

加r firm/ttiun君auroaHfsgdjuncfener (《威权主义与政治冷漠：辨识威权行为的fit表分析》)、

vol 22 o f FrankRirter Bdtxnge zttr Sozioloffe (Frankfurt: Europaische Verbgsanstilt, 1971)*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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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度、“变量”（variables) 与综合症状，包括具体的调查问卷条目。这 

些条目与研究主题的关系透露得越少，我们就越是感到自豪。而出于理 

论方面的考量，我们也期待在种族中心主义、反犹主义与反动的政治经 

济观点之间发现种种关联。然后我们按标准的预测试形式检查了这些“条 

目”（items)，从而实现了技术上必要的问卷长度限制，删除了那些“区 

分力”已被证明不够充分的“条目”之后，这样的问卷长度依然是可靠的。

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也不得不酒中兑水，稍作稀释。出于种 

种原因，我们常常不得不恰好放弃那些自认为设计得最深刻也最有原创 

性的问卷条目，优先考虑那些更接近民意表层从而能获得更大区分力的 

条目，而把那些具有精神分析学依据的条目放在次要位置。在这些考虑 

中，后来被称为文化敏感性（B ildungsanM igkeit) 的东西发挥了不小的 

作用。鉴于此，我们不得不索性撇开威权人格类型敌视先锋艺术这一维 

度，因为这种敌意已预设了某种文化水准，亦即有此水准的人已接触过 

这种艺术，而我们釆访的绝大多数人都否认了这一点。虽然我们认为， 

通过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的结合，我们可以消除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与那 

些仍然具有具体意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但这种对立依然如影相随，凸 

显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似乎每一种经验社会学都有其苦恼之处：它必 

须在其结论的可靠性与深刻性之间做出抉择。尽管如此，那时我们依然 

可以用李克特形式（L ikem ch eF om i) m的操作去定义量表，这种简单的 

方式常常能使我们一石数鸟，亦即用一个条目同时去处理几个维度。在 

我们有关威权主义人格的理论构架中，此种情形叫作“高”特征，与此相 

反，则谓之“低”特征。按照哥特曼^对先前常规量表法的批评，我们这 

个“F 量表”的公正性几乎仍然不可能被接受。我很难不产生这样的怀疑： 

经验社会学的诸多方法正在变得越来越精确，但不管其立论如I何无懈可 1

[ 1 ]  更通常的说法是“李克特ffl表” （ Liken scale) 而非“李克特形式”。这是一种通常用于调 

查问卷的心理测f l f i表• 一 般会在问卷中设计“五点” ffl：表，即 ⑴非常同意 ，（2 ) 同意，⑶ 无  

所谓（不确定)，⑷不同意，（5 )非常不同意。—— 汉译注

[ 2 ]  路易斯•哥特曼 （ Louis Guttnrn^ 1916—1卯7),以色列心理学家，出生于美国，在康奈尔 

大学工作期间（1941 一1947)创制了哥特曼f i表 （GumM nSodeh该3 表主要用于量度心理态度和 

性质，由单向且具有同一t t 质的条目所构成。——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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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它们往往都会限制科学生产力。 111

为了尽快出版，我们不得不为这本著作画上句号。它差不多正好在 

我 1949年年底返回欧洲时公之于世，这样我就不可能直接观察到它后 

来 美 国 的 影 响 了 。成书的时间紧，这就形成了一个惊论。有个广为人 

知的英国笑话说，一个人在刚开始写信时说他没时间把信写短。我们的 

情形也是这样：这本书之所以像现在这样长篇大论，笨重呆板，仅仅是 

因为我们无法从头到尾把这部著作重新过一遍，以缩短其长度。 我们 

对•这一缺陷心知肚明，而通过多种多样、彼此相对独立的方法和由此获 

得的材料，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此书不够严谨和统一的 

缺点，也许会因以下事实而在某种程度上得以补偿：许多来自不同方位 

的具体洞见集中在相同而重要的主题那里，这样一来，按严格标准而未 

经证明的东西就增加了可信度。如果说《威权主义人格》做出了什么贡 

献，那么，这种贡献并不在于其积极洞见的绝对可靠性，更不在于其测 1

[1] 瑟斯顿、李克特和哥特曼量表是为了保证经验性意见调查的明确结果而开发和改进的衡

量技术。有关这些技术的细节，参见S 如 chapter 12， “Placing Individuals on Scales*”（将个人置于量 

表 上 ） in Claire Sellitz, Lawrence S. Wrightman, and Stuart W. Cook, Research M ethods in Social ReIaaonst 

l -3d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51, 1959, 197<S)。比较阿多诺本人对不同态度量表 

的概述，参见他与 J. D£camps，L. Herberger等 人 为 《社会科学简明词典》（Ha/jcfw5rteri>udi der 

■Saz/aiwfssensc/wAefl, 1954)撰写的文章《经验式社会研究》（“EmpkischeSozialforscliung”， reprinted in 

G S 9.2)第 8 部 分 （“量表的构建” :

A .  使用瑟斯顿量表（等现间隔法[method of equal appearing intervals】），“条目”（单个问题或陈 

述）的标量值由一个相对较大的专家陪审团判断的中心值决定，这些直在整个量表上以大约相等的 

间隔分布。被提问的个人或群体在量表上的位置来自对“条目”的同意或拒绝，这 些 “条目”以特 

定的顺序固定。

B .  在李克特盘表（累积评等法[method of simimated ratings] )中，那些被选择的“条目”与总 

体值最有相关性（它们通常位于瑟斯顿量表的端点并显示出最大的选择性。受试者被要求对每一 

个 “条目”做出回答，通常分为五个等级。增加权重后的个人得分按体育比赛的分值进行汇总，然 

后由分值的大小决定个人或群体在量表上的位置。

C.  在哥特曼貴表(量图分析kalogramanalysis】）中，“条目”必须是一维的，即与某一特定“条目” 

的一致必须包括与所有其他不那么极端的“条目”的一致，并配上对所有更极端的“条目”的拒绝。 

该量表是以内容的广度为代价，换取方法的更严谨。 （ CJS 9.2:348) — ^英译注

[ 2 ]  《威权主义人格》原书（1950年版）由五部分内容组成，共计970页，译成中文后分为 

三卷，共计U 64页。参见[美 ]西奥多阿道诺：《权力主义人格》（全三卷h 李维译，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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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数字，而首先在于它所形成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由真正的社会 

关切所触动，关系到此前还从未被转化为此类定量研究的理论。这里的 

关键并不在于它测量了什么，而在于所形成的种种方法。经过不断改进 

之后，这些方法使得以前不大可能测量的东西变得可以测量了。说不定 

正是受到《威权主义人格》的影响，从那时起人们才常常用经验方法试着 

去检验精神分析理论。测定当前的舆论、倾向和它们的分布情况并非我 

们的主要意图，我 们 感 兴 趣 的 是 法 西 斯 主 义 倾 向 的 可 能 性 为  

了能够对抗这种可能性，我们还尽可能将遗传（genet/c) 维度纳入研究， 

亦即威权主义人格的发生。这一研究虽然工作量巨大，但我们都把它看 

作一种试点研究（Pilotenstudie)，更多是探索各种可能性，而不是收集不 

可辩驳的结论。尽管如此，我们的研究结果相当有分量，足以证明我们 

结论的正确一 这是指趋势，而不是指简单的“事实陈述” （statem ents o f 

fact)。艾尔丝•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在她所从事的那部分研究中对'这一 

点尤其注意。

与许多此类研究一样，样本中也存在某种“残疾”（handicap)，对此 

我们并没有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美国大学（而且还不止于大学）的经 

3金社会学研究中有一种痼疾顽症，那就是研究者过多使用学生凑数，使 

其充当被实验对象，这就远远超出了对整个人口进行代表性取样原则所 

允许的合理范围。后来在法兰克福进行的类似研究中，通过把明确指定 

的联系人组织起来，通过按人口分布各部分所形成的配额安排各实验对 

象小组，我们试图来改正这一缺陷。但我必须指出的是，在伯克利，我 

们的目标并不在于取样的代表性上。相反，我们的兴趣在于核心群体： 

与其说值得找的人可能在那种后来已被大加讨论的“意见领袖” （o p in io n  

— 那里，不如说在我们假定的特别“易受影响的”（anfS lIig) 群体之 

中，比如说圣昆丁[11监狱中的囚犯一 他们的易受影响实际上“高于”普 

通人—— 或者是精神病诊疗所的患者。因为我们希望从熟悉的病理结构

[ 1 ] 全名为“圣昆丁州立监狱”（SanQuendnStatePrison) , 是加利福尼亚州监狱的所在地，也 

是该州最古老的监狱- —— 汉译注



在美国的学术经历I 159

出发，去获得有关“正常”（no nm le) 结构的信息。

更 重 要 的 意 见 是 雅 霍 达 与 克 里 斯 蒂 提 出 来 的 对 循 环 论 证  

(Z kke lschK iss igke it) 的反对：理论本来是由研究手段所假定，结果又被同 

样的研究手段所证实。W这里并非深人探讨这一反对意见的地方，我只能 

说几句的是：我们从来没有把理论简单地看作一种假定，而是在某种意 

义上把它看作独立自主的东西，因此，我们并没有打算通过我们的发现 

去证明或推翻理论，而只是由此出发，提出值得研究的具体问题；这些 

问题可以独立存在，并揭示某种一般的社会心理结构。当然，对 “F 量表” 

技术理念的批评是无可争议的：为了间接确定因担心审查机制而无法直 

接提出的倾向，前提是你已首先证实了这些倾向的存在，而且你已假定 

受访者不愿承认这些倾向。就此而言，说是循环论证有其道理。但这里 

我想指出的是，这些要求不应太过分。通过一定数量的预测试，一旦在 

显性倾向与隐性倾向之间建立了联系，人们就可以在正式测试中与一组 

完全不同的、没有被任何显性问题所困扰的人形成这种联系。唯一的可 

能是，由于在 1944年和 1945年的美国，公开反犹者和法西斯主义者不会 

痛快地表达其观点，这两类问题的最初联系很可能会导致一些过于乐观 

的结果，从而高估了'^低”倾向的潜力。然而，针对我们的批评却恰恰相 

反：说我们使用了偏向于“高”倾向的手段。这些方法论上的问题都是建 

立在假设一论证一结论（Voraussetzung-Beweis-Folgerung) 的模式之上的， 

它们后来促使我对绝对“第一性M E rs te tx) 的科学主义概念进行了哲学 

批判，这种批判落实在我那本有关认识论的书中。P1

就像广播项目的案例一样，其他一些研究也是围绕着《威权主义人 

格》晶化成型的。比如“儿童研究” （C hild Study) ,是我与布伦斯威克夫 

人在伯克利的“儿童福利研究所” （the C hild W elfare In s titu te) 发起的，主

[1] Richard Christie and Marie Jahoda, eds., Studi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 o f  f<Thc Auchorit'jsian

Pecsonali[y,f (Glencoe, HI.: Free Press, 1954; reprint,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1).------英译注

[2] Cf. for example, Zur Metakridk der Erkenntnistheorie: Studicn uber Husserl und die

pii如omenoAjgischen ylncinoniie/j(《认识论元批判：胡塞尔与现象学的二律背反研究》，1956)C?S 5 (19<70): 

7-245. g a in s t  Epistemology: A  Aletacridquc; Studies in Husserl and the Phcnomcnologicai Andnomicsy ttans. 

Willis Domingo (Oxford: Blackwell, 1982;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3).------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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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她负责实施。不幸的是此项研究并未完成，只是有部分成果面世。 111 

单项研究在大型研究项目中有一定的夭折率，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如 

今，既然社会科学已经具有了很强的自我反思能力，那么系统研究一下 

当初启动的那么多选题为什么无疾而终，这可能是很有价值的事情。 

“儿童研究”使用《威权主义人格》中的基本范畴，因此便获得了完全 

意想不到的结果。他们在循规蹈矩与威权主义态度之间提炼出了可以形 

成区分的概念。恰恰是那些“乖”（braven) 孩子，亦即那些循规蹈矩的 

孩子，更能摆脱攻击性，从而摆脱威权主义人格中一个最基本的面向， 

反之亦然。回想起来，这种情况可以被合理解释，而并非先-验U  p r io r i) 

之物。“儿童研究”方面的成果使我第一次意识到罗伯特•默顿（R obert 

M erton) 独自发现的、对于经验研究来说最重要的一个辩护：所有的发 

现只要有用，它们或多或少都可以被理论解释，但反命题却不能成立。 H 

我很少如此明显地体会到经验研究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它真正回答了理 

论问题。—— 甚至在与伯克利小组开始合作之前，我自己就已写过一篇 

较长的专论，论述法西斯主义煽动者马丁 •路德 •托马斯 （M a rtin L u th e r 

Thomas) 所使用的社会心理学煽动技巧，那段时间此人在美国西海岸相 

当活跃。该文完成于1943年，是对法西斯主义煽动者所使用的多少有些 

标准化的、不多几样刺激手段所进行的内容分析。这里我再次使用了曾 

在普林斯顿研究项目的“音乐研究”中所使用的观念—— 既考虑不同的 

反应类型，也考虑客观决定因素。在 《偏见研究》的框架中，这 两 种 “做 

法”（approaches) 还没有相互适应或被整合到一起。当然，还需要指出的

[ 1 ] 艾尔丝• 弗伦克尔- 布伦斯威克出版的儿童研究包括如下成果 ： “A Study o f  Prejudice 

in Children,*' Human Relations 1 (1948): 295-306; MPatterns of Social and Cognitive Outlooks in Children,,> 

Amedom journal o f Orthopsychiatry 21 (1951): 543-548; and together with J. Havel,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Interviews of Childred: 1. Attitudes toward Minority Groups/*/ourna/ o f General Psychology 82 (1953): 91- 

136; ^Further Explorations by a Contributor to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 in Studi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 o f  ̂ h 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ed. Richard Christie and Marie Jahoda, 226-275 〇 -------英译注

[2J C£ the chapters **The Bearing of Sociological Theory on Empirical RcscarchM and **Thc Bearing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Sociological Theory** in Robert K. Merton, Soda}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49,1957,1968).——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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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来 自 “极端分子”[n的煽动者所明确表达的影响绝不是在大众中促进 

法西斯主义思想倾向的唯一客观因素，甚至恐怕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在 

煽动者自愿出来推波助澜之前，这种倾向已植根于产生了法西斯主义心 

态的社会结构之中。煽动者的种种观点绝不像我们一开始所乐观估计的 

那样只限于“极端分子”。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出现在所谓的“可敬的政 

客”（re s p e k ta b k rP o litik e r) 那里，只不过后者的表达没有那么密实和激进 

罢了。有关托马斯分析的许多“条目” 125让我很受启发，它们对于《威权 

主义人格》也十分有用。这项研究肯定是在美国进行的第一个批判的、定 

性的内容分析之一。此文至今仍未发表。 131

, 1 9 4 9年深秋时节，我回到德国，此后数年，我全身心地投人到社会 

研究所的重建之中。霍克海默和我把所有的时间都奉献在这里，而我在 

法兰克福大学还有教学活动。经过 1951年的短暂访问后，我最终于1952 

年重返洛杉矶，在那里待了大约一年时间，担 任 “比弗利山庄海克基金 

会 ” （the H acker F oundation in  Beverly H ills) 的科研主任。那里的情况与 

我在普林斯顿项目以及研究《威权主义人格》时的情况都很不一样。我 

既非精神病医生，也非心理治疗师，我的工作一开始就定位在社会心理 

学上。与此同时，海克医生诊所（基金会隶属于该诊所）的同事们则全 

部忙:于实际工作，无论他们是精神病学家还是“精神病治疗社会工作者” 

(p sych ia tric social w orkers)。不管我们何时合作，事情无不进展顺利。但 

我的同事们却几乎无暇从事研究，而我虽是研究主任，却也无权把临床 

医生与研究项目捆绑在一起。这样一来，与海克医生和我期待的相比， 

所能做的事情就必然很是有限。用一个地道的美国说法，我是被迫演起 

了 “独角戏”（one-m an show) —— 差不多是单枪匹马独当一面，除了必 

须从事基金会的科研工作，还要安排讲座和一定数量的宣传活动。就这

[1] 在广播版中，阿多诺把这里的“hm aticfringe”译作“R a n d d e r V e r r f ic k t e n '后面又译作“Rand

d er W ahnsinnigen** 0 --------英译注

[2] 阿多诺把这里的 “ item s” 译 作 “Testsatze”。一 英译注

[3] ^ h e  Psych ological Technique o f  M artin Luther Thom as* Radio Addresses1'  (1943 ), in G S  9 . 1

(1 9 7 5 ) :  7 - 1 4 1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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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我又一次目司了对-家鹿約”的分析研究上，圆满完成了两项内容研 

究》—項是论违f 洛杉?I时捏》（T&e L o s ilr^e/esT im es) 的占星术栏目， 

该S 杲实呂上是以5群星坠地》（ “ The Stars D ow n to E a rth”）为题，用 

芙文发表在1957年德国的《美国研究年鉴》（/ahrbucA/iirA rn e iifc a s tu d fe ii) 

上，后来又成为我那篇德语文章《二手迷信》 （ “ A berglauben aus zw eiter 

Hand”）的基础，此文发表于《社会学（第2辑）》。W我对这种材料的 

兴趣可以追溜到伯克利研究中，尤其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 

不满》一书中业已发现的破坏性冲动的社会心理学阐释上〇在我看来， 

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这种冲动应该是大众当中最危险的主观潜能。 我 

采用的方法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受欢迎的占星家的位置。占星家通过自己 

所写的东西，必须立马为其读者提供一种个人满足；他经常发现自己面 

临着困难：要给他一无所知的人提供似乎适合每个人的具体建议。其结 

果是，通过商业化和标准化的占星术，以及专栏作家技巧中，尤其是“两 

阶段性” (Zweiphasen-Beschaffenheit)中暴露出来的受众意识的某些矛盾(它 

们反过来又可追溯到社会矛盾上)，因循守旧的观点得以强化。P I我做的 

是定性研究，尽管我至少并未放弃以一种非常粗略的方式，统计了在两

卩】 ‘The Stars Down to Earth/^a/iriiucft (Heidelberg; Carl Winter, 1957)，2:19-

88. Reprinted in GS 9. 2: 7-120. An abbreviated German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1962 as **AbergIaube aus 

zweiter Hand** in Max Horkheiraer and Theodor W. Adorno, Sociologica II: Reden und Vortrage (Frankfurt: 

Europai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It is reprinted in GS 8:147-76. See also **The Stars Down to Earth: The Ixjs 

Angeles Times Astrology Column,” THos， 19 (Spring 1974): 13-90; reprinted in T. W. Adorno, 77ie _Down 

to Earth and Other Essays on the Irrational in Culture, cd. Stephen Crook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4), 34-127.—— 英译注

[2] C£ Freud's theory of the **death drive1* [Todestrieb] in Das Unbchagen in derKuItur (1930); English:

voL 21 of The Standard Edidon o 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 f Sigmund Freud.-------英译注

[ 3 ]  阿多诺将深度精神分析学家奥托•费尼切尔（ Otto Fenichd)— 《神经症的精神分析理论》

(Psychoanalytic Theory o f Neuroses [New York: Norton, 1 9 4 5 ])-------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所指出的“双相 ”

(biphasic) 行为（“病人的行为交替出现，好像他既是一个顽皮的孩子，又是一个处罚执行严厉的 

严守纪律者” Dbid, 291])应用到现代资产阶级生活的合理化时间安排中，后者建立了工作和娱乐的 

对立# 占星术专栏作家提出了解决方案，他们强调早上的自我理想责任，晚上的快乐原则。阿多诺 

指出：“如何消除生活中相互矛盾的需求问题，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加以解决，即把这些需求主要 

分布在同一天的不同时期。”（此处为阿多诺的强调）G S 9.2:56;Cr〇〇M bid.,67.——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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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基本技巧在我选择的材料中重复出现的频率。使用定 

量方法的理由之一是，文化工业的产品，二手的大众文化，其本身可以 

说是从统计学的观点来规划的。定量分折可以用它们自己的标准去衡量 

这些产品。例如，某些特别的“花招”（T ricks) , 其重复出现的频率差异 

反过来源自占星家对效果的准科学计算。在许多方面，占星家都类似于 

政治煽动家（Dem agog) 和一般煽动者（A b a to r) ,尽管他避免公开其政 

治观点；顺便提一下，在 《威权主义人格》一书中，我们已经遇到了一种 

容易接受迷信说法(尤其是那些具有威胁性和破坏性内容的说法）的“高” 111 

倾向，就这样，占星术研究与我在美国早些时候所做的研究形成了 

关联。 '

《如何看电视》的研究也大体如此。此文发表于《好莱坞电影、广播 

和电视季刊》1954年的春季卷上，后来又被《干预》（E in g riffe) —书中 

的德语文章《电视作为意识形态》（“Fem sehenalsldeologie”）所使用。【2】 

全凭海克医生动用了外交手段，才为我弄来了一些电视脚本，使得我能 

去分析脚本在意识形态上的潜在含义，还有它们的各种意图层次。这个 

行业极不情愿交出自己的脚本。这两篇文章都属于有关意识形态的研究 

范围。

1953年秋，我返回欧洲。除了社会研究所的工作之外，我还在法兰 

克福大学的哲学与社会学系接受了一个全职教授职位（fo il cha ir)。P1从那 

0才至今，我再也没有回过美国。

【1】 在广播版中，阿多诺把 “highs” 译 作 “vorurteilsvoUen% -------英译注

[2】 *'How to Look at Television,** HoZ/jTvoocf Quarterly o f  Film, Rndic), and Television 8 spring 1954): 

213-235. Reprinted as television and the Patterns o f Mass CultureM in Mass Culture: The Popular Arrs in

A m ericat ed. Bernard Rosenberg and David Manning White (Glencoe, 111.: Free Press, 1957), 474-487.-------英

译注 •

[3】 阿多诺被任命为全职教授的时间是1957年 7月 t 日 •《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 

影响》一书中对阿多诺从申请全职教授到被任命的过程有较详细的描述，可参考Rolf 

The Frankfurt School: Its History, Theories, and Political Signidcancey trans. Michael Roberts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4, pp. 466-4670 ------ 权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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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我来简短概述一下我希望在美国学到的东西，那么首先需要 

提及的是社会学本身的事情，而且这对作为社会学家的我来说也极其重 

要—— 在那里，实际上从我逗留英国期间起，我就不再像在欧洲那样， 

把历史中发展起来的种种状况视为天经地义之举，也就是“不要自以为 

是” （not to take things fo r granted)。我的那位现已过世的朋友蒂利希[1]曾 

经说过，他是在美国的时候首先被“去地方化”的；他这样说时，心里想 

的很可能是类似的东西。在美国，我摆脱了对文化的天真信念，获得了 

从外部看待文化的能力。说得更清楚些：尽管有各种对社会的批评和对 

经济至高无上的认识，但精神（G eist) 的绝对重要性对我来说^!台终是不 

证自明、不言而喻的。而我在美国获得的教训是，这种不言而喻并非绝 

对有欸。因为在这里，所有的精神事物都没有受到默许的尊重，而在中 

欧和西欧，这种尊重却远远超出所谓的受教育阶层！这种尊重的缺席， 

会导致精神进行批判性的自我反省（kritischeS dbstbesinnm ig)。此一状况 

尤其会影响到我所沉浸其中的欧洲音乐文化的种种预设。这并不是说我 

否认这些预设，放弃了我对这种文化的诸多观念；而是说，究竟是人们 

不加反省地拥有了这些观念和预设，还是清楚地意识到它们与技术上和 

工业上最发达国家的标准正好相左，这里有着相当大的差异。121我现在这 

样说时，绝不是没有意识到美国在此期间的物质资源已波及音乐生活， 

致使其重心发生了转移，但是当三十多年前我在美国开始关注音乐社会 

学问题时，这种情形却仍然是不可预见的。

更重要也更令人欣慰的是我对种种民主形式的实质性体验：在美 1 2

[1] 保罗.蒂利希泗〇1"»也1886-1%5>,德国新教神学家和哲学家，伯 林 **宗教社会主义

者联盟”（Bundrcligi& arSozia& Kn) 的领袖。1929年，他被任命为法兰克福大学宗教研究与社会哲 

学的教授，1933年，被 “国家社会党人”中止教职，随后移居美国，1940年成为美国公民。先后于 

1937—1955年、1955-1%2年、1%2年直至去世分别任纽约协和神学院，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哲 

学神学教授。1931年，阿多诺在他的指导下写出了任教资格论文（Habiltadon) ,该论文成书于1933 

年，名 为 《克尔凯郭尔：审美对象的速构》（沿 Coiistrucrfo/i o f dje ylesthetfc, ttans. Robert 

Hullot-Kento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 the origjnal is GS 2« ----■英译注

[ 2 ]  广播版此处插话道：“因此第一次学会了如何把特定的文化用概念性术语来表达。”——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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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这些形式已渗透在整个生活之中；而在德国，它们顶多只是一套正 

式的游戏规则，过去是这样，现在恐怕也还是这样。在美国，我了解了 

—种真正的博爱（H u m a n ity) 所具有的潜力，而这种东西在旧欧洲却很难 

找到。民主的政治形式极其接近民众。美国的日常生活尽管喧嚣忙乱得 

令人惋惜，.但是却有一种平和、仁善与慷慨大度（Fried lichke^G utarrigke it 

u n d G ro flz iig ig k e it) 的元素充溢其中，这与1933—1945年爆发于德国的那 

种被压抑的羡慕嫉妒恨（dieaufgestauteB osheitundderau% estauteNeid〉形 

成了鲜明对比。美国当然已不再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国度但人们 

依然觉得一切皆有可能。在德国的社会学研究中，如果我们一再听到这 

样的说法一 - “我们还不够成熟’不适合搞民主” •̂ 那 么 ，这类渴求着 

权力又揉合着自卑的表达在据称是年轻得多的K新世界” （Neue W elt) 简 

直不可想象。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美国就完全没有转向极权化统治形式 

的危险。这样的危险存在于现代社会本身的内在趋势之中。但是，美国 

法西斯潮流的抵抗力恐怕仍然强于任何欧洲国家，大概只有英国是一 

个例外。不仅仅是通过语言，而且在很多我们通常没意识到的方面，英 

国都把美国与欧洲大陆连接在一起。

欧洲知识分子如同我者，倾向于仅仅消极地看待“调整”（Anpassung) 

这一概念，认为它是对个体生命自发性与自主性的灭绝。P1然而，所谓人 

性化与文明化的进程必然要持续不断地从内到外进行，却是被歌德和黒 

格尔尖锐批判的一种幻觉。正如黑格尔所言，这一进程恰恰也是通过“外 

化”（EntaufBem ng) 来实现的。根据这一令人讨厌的说法，我们之所以成 

为自由的人，并不是因为个体的自我实现，而是因为我们走出自己，进 

入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并在某种意义上把自己交给他人的结果。只有通 

过这个过程，我们才能把自己确定为个体，而不是像浇灌植物一样资灌 

我们自己，以形成全面而有修养的人格。一个在外部强迫下变得友好的 

人，即便他出于利己主义利益，最终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也比某些人更有 1 2

[ 1 ]  广播版此处插话道：°也没有什么是免贽的，相反，商品是等价交换的， 一~英译注

[ 2 ]  广播版此处继续说道：“的确是机械化的一种表现。”——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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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实现某种人性。后者仅仅是为了认同自己—— 好像这种认同总是值 

得拥有—— 就黑封着一张凶巴巴、恶狠狠的脸，•让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

别人对他来说是子虚乌有，对他的内心世界（Inneriichkeit) 毫无助益----

而这个内心世界通常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在德国应该努力避免的是，当 

我们对美国人的浅薄感到愤慨时，我们不要反过来成为浅薄与不讲辩证

法的僵化之物。

在这些一般性的观察与评论之外，还应该增加一些与社会学家的具 

体情况相关的东西，或者，f 不那么科学地说，增加一些与持如下观点之 

人的具体情况相关的东西：社会知识是哲学的核心，是与哲学不可分割 

的部分。在资产阶级世界的整体发展中，美国无疑已经达到一个极致。 

可以说，这个国家几近完美地展示了资本主义的纯粹性，没有任何前资 

本主义的残余。如果有人与广为流传的顽固观点相反，认为其他不属于 

“第三世界”的非共产主义国家也在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那么美国正好 

’为那些不天真地着待美国和欧洲的人提供了最先进的观察点。实际上， 

那些回到欧洲的人会发现，当初他在美国遇到的许多事情正在来临或已 

经证实。严肃对待文化观念的文化批评在该观念面对自托克维尔P1与古恩 

伯格121以来的美国状况时，无论不得不提出怎样的反对意见，人们在美国 

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除非他躲在精英主义的掩体之后）：人们赖以 

成长的文化观念本身是否还没有过时；今天作为一种全球趋势降临在文 

化上的事情是不是并非它自身的失败所致，是不是它因为把自己封闭为 

精神的一个特殊领域却没有在社会组织中实现自己而产生的一种内疚。

[ 1 ] 亚历西斯• 德 •托克维尔 （ Charles Alexis Henri C丨6rel deTocquevillej 1805-1859)，法国 

作家、政治家，1831— 1832年访问美国后，他写出了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 (£ W a由m ocm /een  

1835- 1840)。书中他把美国社会描述为一种必然扩大的民主模式，并推测出个人主义将不 

可避免地消失。—— 英译注

P ] 费迪南德•古恩伯格 （ Ferdinand Kiimberget* 1821 - 1 8 9 7 ) ,奥地利自由主义作家，小说、 

戏剧和讽刺小品文作者。因题为《美国式困顿MDerherifea-Mik/, 1 8 5 5 )的纪实性小说（iromai^ 

c l e f ,法国1 7世纪兴起的一种创作手法，描述真人真亊，但隐其真名并略事乔装）而声名鹊起，该 

小说描述了 Nicolaus L e _ 去往美国的情景# 那时关于美国的通俗文学把一种自由民主社会、自然 

的身心健康与欧洲复辟时那种压抑的文明相提并论，古恩伯格却在其小说中把美国描写为一个没有 

文化的地方，那里盛行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 英译注暨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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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情况即便在美国也没有发生过，但在美国实现这一目标并不 

会像在欧洲那样受阻遇挫。鉴于美国的定量思维存在着丧失差异性、把 

平均值绝对•化的种种危险，欧洲人必须解决这一令人不安的问题：在当 

代社会中，定性区分 （qualitative D ifferenzen) 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还具有意 

义？欧洲、美国、东方以及第三世界国家所有地方的机场都大同小异， 

可以互换；从一个国家去往地球上最偏远之处已不再是许多天的事情， 

而是可以用小时计算。不仅是生活水准方面的区别，还有各民族的特殊 

性及其存在方式上的不同，它们都呈现出不合时宜的面向。诚然，这些 

相似性是否具有决定性，定性区分是否仅仅意味着过时落后，尤其是在 

一个被理性组织起来的世界里，那些定性的多样性以及如今只被技术理 

性 （d ie te ch n o lo g isch e V e rn u n ft) 的统一所压制的东西是否能再次兴盛起来， 

所有这些依然都不能确定。然而，假如没有美国经验，这样的反思根本 

无法想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任何一种还没有借鉴美国经验的意 

识都显得有些反动， 怕是在抵制这种经验。

总之，也许我还应该补充说明一下美国学术经验对我个人和对我思 

维的特殊意义。它严重偏离了 “常识” （com m on sense)。不过，黑格尔最 

为看重的原则是，思辨思维（dasspekulativeD enken) 并不与所谓的健全 

“常识”（gesunderM enschenverstand) 截然不同，而是本质在于其批判性 

的自我反思与自我审视，在这一点上，他比后来所有的非理性主义和直 

觉说都要高明。即使是那种拒绝黑格尔总体构想的唯心主义的意识，也 

不应该放弃这种见解。任何像我这样批判“常识”的人都必须满足拥有 

“常识”这一简单要求。他不应该声称超越了某种他自己都没能满足其规 

训 （D is z ip lin ) 的东西。尽管从青年时代起我就意识到，除非与材料密切 

接触，否则就不可能拥有富有成果的理论知识，但也只是在美国，我才 

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所谓经验认识（E m pirie) 的重要性。反过来，在经验 

主 义 （E m p k is tn u s) 转化为科学实践时所获得的形式中，我也不得不承认， 

不受管制的全部经验（E rfahm ng) 范围更多地受限于经验主义的游戏规 

则，而不是经验概念本身。说我所想的归根结底是去恢复某种经验，以 

此对抗它在经验主义那里的变形走样，这或许不是最错误的描述。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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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返回德国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此外，也因为我能在欧洲暂时无拘无束 

地实现自己的学术意图，并为政治启蒙尽绵薄之力。但这丝毫也没有改 

变我对美国的感激之情，包括思想层面的感激；我相信，我也不会淡忘 

作为一个学者我在美国和从美国学到的那些东西。

2009年 6 月 1 5 日一 11月 1(5日初译、初校  

2014年 4 月、1 2月修订 

2023年 2—3 月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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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术 ： 摇 摆 于 严 肃 与 欢 悦 之 间



论笔即形式[1]

一定要看被照亮之物，别看光。

----歌德：《潘多拉》

论笔在德国被指责为一种杂交品种，这种形式缺少令人信服的传 

统，它的强烈需求只是偶尔得到满足—— 凡此种种已被频频谈论并被不 

时非议。“诗歌作为论笔的姊妹文体早已修成正果，但时至今日，论笔 1 2

[1] 《论笔即形式》（“D erEssayalsFonn” ）写于 1954— 15>58 年，未在刊物上发表过， 

被 阿 多 诺 直 接 收 人 《文学笔记》第 一 卷 （1 9 5 8 )中并被置于全书之首。后该书作为第1 1卷进 

入 《阿 多 诺 文 集 》（Gcsjimrne/te Schifften: Nofen zur literafur, Bd. 11， Frankfort am hfain: Suhdsamp Veriagj 

Frankfort am Main: Suhikamp Verlag» 1974)。该文现有两个英译本：（1) ‘T he Essay as Form，’’ in Nows 

to  Literature^ Vol. One, trans. Shlerry Weber Nicholsc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23;

( 2 )  **The Essay as Form,** in The Adorno Readery cd. Brian O'Connor, trans. Bob Hullot-Kentor and Frederic 

Wili, Oxford: Blackwell, 2000, pp. 91-111.本文根据第一英译本并参考第二个英本译出，关键用词及 

术 语 核 对 了 德 语 原 文 （Gesammc/te Schr/Ziren: Noten 2ur L i t e r a t u s n ， Frankfort am Main: Suhrkamp 

Verfag, 1974, S. 9 - 3 3 ) ,并就疑难之处向李莎博士请教：一些不易理解处或两个英译本出入较大处，亦 

参考了  法 译 本 （ Theodor Adorno,« L ’essai comme forme »， dans Notes sur 7a i/tt£ramre，trad. Sibyllc Muller; 

Paris, Flammarkm, 1984, pp. 5 - 2 9 )的译法。译者翻译之前曾读过常培杰博士的译文，本女的初译稿曾 

作为译者硕、博士生读书会的阅读文章，并得到他们的纠错指正，最后全文校对除赵天舒外，还有 

何嫄同学，特此致谢！另外说明：在阿多诺谈论Essay的语境中，Essay曾被译作随笔、散文、杂文、 

美文、散论、小品文、论说文等，且论说文似已成为主流译法，但译者以为上述译法均不太妥当、 

故此处试译为论笔。有关如此翻译的原因，译者曾在《作为 “论笔”的文学批评一 从阿多诺的“论 

笔体”说起》（《文艺争鸣》201S 年第1期）有详细解释，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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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却依然没有走上独立之路------条从古老而未分化的科学、伦

理学和艺术统一体中走出来的发展之路。”111然而，无论是对这种处境 

不满意，还是心理上感到不适应（这种不适来自把艺术隔离成一块非理 

性保护区，把知识等同于系统化的科学，并把不符合这二者区分的东 

西作为不纯正之物排除出去），它们都没能丝毫改变国人的这种习惯性 

偏见。即便是今天，把某人夸成“作家” U o riva in) 也足以把他挡在学 

术界之外。尽管西美尔与青年卢卡奇、卡斯纳121与本雅明把他们的远见 

卓识交给论笔，以此对那些特定的文化预制之物131深思熟虑，但是，只 

有 穿 上 “普遍性”与 “持久性”（今天或许是“源始性” 141) 的高贵外 

衣，它才能被学术行会接受为哲学。而哲学与种种特殊的精神实体挂钩 

牵连，只因它们能被用来例证普遍范畴，或者是能从它们之中透彻地看 

出普遍范畴。这种成规（Schema) 靠其固执苟延残喘。在一个尤其不重 

视 “文人”（h o m m e d e le ttre s) 的文化中，一些比缺乏教养的痛苦记忆 

更强烈的原因滋养了这种固执，倘非如此，这种固执就如同依附于它的

【1】 Georg von Lukacs, D ie Seele und die Formerly Berlin 1911, S. 29. Georg Lukacs, **On the Nature 

and Form of the Essay/* in Soul and Form , trans. Anna Bostock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4) , p. 13. 

—— 原注暨英译注

[ 2 ] 这里应该是指魯道夫•卡斯纳 （ Rudolf Kassn%  1873-1959),奥地利作家、论笔作家、翻 

译家和文化哲学家。—— 汉译注

[3】 “论笔总是关联着已经成形的东西，或者顶多关联着已经存在的东西，它不是从空空如 

也的真空中去创作出什么新东西，而是仅为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亊物赋予一种新秩序—— 此为论笔本 

质的部分内容。而由于他只是重新安排这些事物，并未从无形中形成新的有形之物，他也就被这些 

亊物所束缚；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必须说出关于它们的‘真理:亦即必须为其本质找到相应的表达 

Georg von Ltikacs, D ie Seele und die Form cay S.23; Georg Lukacs, **On the Nature and Form o f the 

Essay,** in Soul and Form, p. 10.---原注暨英译注

[4] 源 始 性 （Urspriinglichkeit, 本文英译为primordiality或 the originaty, 有关阿多诺的研究著作 

亦以originality对译）主要是海德格尔的哲学用语，加上海氏曾把哲学看作“原初科学”（Urwissenschaft), 

这里及后文提及的源始性很可能与海德格尔有关9 除源始性之外，文中还涉及源始（Urspmng)、 

源 始 哲 学 （Ursprungsphilosophie) 等。职是之故，Urspmng等词的翻译釆用了海德格尔汉译界的 

主流译法。参见[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 活 •读 书 •新 知  

三联书店 1987年版，第 543页,[加 ]G.科凡克斯：《海德格尔论作为原初科学的哲学—— 出自他 

1919年的讲课稿》，蔡祥元译，张祥龙校，《世界哲学》2005年第3 期 ， Espen Hammer, “Adorno’ s 

Critique of Heidegger/* in cds. Peter E. Gordon, Espen Hammer, Max Pensky, A C om panion to A dorn o, 

Hoboken: WUcy, 2020, p. 473e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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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情绪一样令人费解。论笔在德国遇阻，是因为它唤醒了精神自由。 

莱布尼茨以来，自从不温不火的启蒙失败之后，即便是在当今形式自由 

的情况下，精神自由也从未获得过充分发展，反而时刻准备宣称它将臣 

服于种种外在权威，以此作为自己的真正关切。但无论如何，我们却无 

法给论笔划定出一个特定领域。与科学地完成什么或艺术地创造什么不 

同，论笔的种种努力都反映着童心未泯者的洒脱自由，他毫无顾忌地 

从前人已完成的作品中汲取灵感。论笔体现着它的所憎所爱，却并未 

追模漫无边际的工作作风，把精神（G eist) 呈现为一种凭空（ausdetn 

N ic h ts / ex n ih ilo ) 创造。于论笔而言，运气与游戏至关重要。它并非从 

亚当与夏娃那里起步，而是始于它想谈论的问题；它在灵光乍现时开始 

言说，在无话可说时骏马收缰，而并非完全穷尽其所谈主题。因此，论 

笔被归类为瞎胡闹。它的种种观念并非来自第一原理11]，也不是要把这 

些观念丰满成一个终极原理。论笔的种种阐释在语文学上并非一锤定音 

和谨慎稳妥；根据戒备之心（这种心智已被愚蠢租用，成了对付精神的 

看门狗）所作出的机械裁断，它们原则上都是过度阐释。出于对否定性 

的恐惧，主体穿透客观性面具的种种努力均被标记为无用多余。我们知 

道 ，事情要比这简单得多。重在阐释者而非接受既成事实或对其分类者 

成 了 标 戴 “黄星星” 121的家伙，他们在思无成效中浪费着自己的聪明才 

智 ，在无可阐释处说三道四。是当尊重事实的熟练工还是做异想天开的 

梦想家，二者必居其一。但是，禁止表达字面内容中没有的东西并通过 

这种禁令让人恐惧，则意味着得在人与物自身所具有的错误观念面前妥

【1】. “第一原理” （ first principle)是来自亚里士多德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在每一个系统的探 

索中，存在第一原理，它是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或假设，不能被省略或删除，也不能被违反”.第一  

原理相当于数学中的公理。—— 汉译注

[2] “黄星星 ” （g d b e F le c k /y d lc w s m r )也被称作 “黄星布”，是缀有黄色六角星的布条.

由两个等边三角形，一上一下连锁而成的六角星形，本是犹太人标志，后来被用作区分犹太人、 

以示耻辱的象征符号。纳粹横扫欧洲期间，徳国占领的波希米亚及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籽法兰克 

(H ans F r a n k )首 创 “黄星布”，上 书 “犹太人” （J u d e ) ,并附六角星，让每个犹太人都( 1 钺这一识 

别标志。他的这项建议于 1 9 4 1年 8 月提出后，当年9 月 5 日即被希特勒枝准通过，称 为 •'耻辱牌-  

(S c h a n d b a n d ),随后在所有的德国占领区全面实施，——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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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让步。这样，阐释不过是去掉外壳，然后去挖掘作者想要表达的东 

西，或者极而言之，去挖掘现象所指涉的个人心理活动。但是，既然人 

们在任何特定时空点上的所思所感无法确定，那么，按照上述高见也不 

可能获得实质性的东西。作者的种种冲动在其占有的客观材料中已被赶 

尽杀绝。不过，为了打开裹藏在每一种精神现象中的客观意义财富，恰 

恰需要接受者同样的主观幻想参与其中，而这种幻想已以客观规训之名 

被予以矫正。阐释若不能同时入乎作品之内，就绝不可能从中解读出任 

何东西。由此形成的阐释标准是阐释与文本、与其自身的兼容性，以及 

阐释让客体诸元素在相互配合中开口说话的能力。在这里，论笔有了一 

种类似于审美自主性的东西，很容易被指责为只是衍生于艺术，尽管通 

过概念这种媒介，并通过主张一种与审美表象无关的真理，它已从艺术 

那里区分出来。当卢卡奇在致列奥•波普尔（Le〇 Popper) 的信中（以 

此导读《灵魂与形式》）把论笔称作艺术形式时(11,他却没能理解这一 

点。但是，实证主义的基本原理—— 关于艺术的评论文字绝不能要求它 

以艺术的方式呈现（亦即绝不能使其形式自主）—— 也并不比卢卡奇的 

观点高明。无论何种情况，实证主义的总体趋势都是把每一个可能的客 

体都确定为研究对象，并让它以僵化的形式对立于主体，这种做法并未 

超出形式与内容的严格区分—— 因为在不落人庸俗、不因先验而丢失物 

本身的情况下，人们就很难剥离开与物的相似性，以非审美的方式谈论 

审美问题。在实证主义的实践中，内容一旦被固定在“记录语句” ^的

[1] Vgl. Lukacs, D ie Seele und die Formcnf 5 und passim; S. Georg Lukacs, MOn the Nature and Form

of the Essay/* in Soul and Form  ̂pp. 1-18.---原注竖英译注

[2] “记录语句” （ ProtokoUsatz / protocol sentence) 是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人

物魯道夫•卡尔纳普 （ Rudolf Carnap, 1891-1970)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影响之下提出的 

一个概念，指的是用来记录最初数据的语句，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观察报告卡尔纳普解释说： 

这个术语“可以理解为包含科学家（比如一个物理学家或生理学家）经验的基本记录或直接资料的 

陈述，这个概念暗含了对实际科学活动的简化，似乎日常生活以及实验室中所有的知觉、情感、思 

想等经验，首先作为‘记录’写下来，为接下来的整理提供原始材料”。Rudolf Carnap, o f

Sa'cnce, trani Max Bla'ckj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34, pp. 42"43.转引自赵伟:《重 

新评价逻辑实证主义一以记录语句争论为视角》，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第 82页，——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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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上，其呈现就应该是中立的，它被假定为约定俗成，且不能被物本 

身所决定。就科学纯粹派的本能而言，呈现中的每一种表达冲动都会危 

害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据说会在主体被移除后大大提升。因此，这种 

表达也使物的本真性深受其害。物对形式的依赖越少，其本真性就越是 

稳固，尽管形式的标准是看它是否让物变得纯粹且无任何添加物。当科 

学 与 学 术 （W issenscha ft) 111精神对诸形式过敏并将其视作种种纯粹的偶 

然属性时，它已接近于刻板的教条主义精神。实证主义不负责任的草率 

语言自以为它已把责任写入物中，而对精神之物的反思则成了脑残者的 

特权。

这些憎恨的产物绝非仅限于谎言。假如论笔拒绝把表层之下的 

文化产品的开掘作为自己的起点，它就会让自己急不可耐地卷入到 

提升着市场产品知名度、成功率和影响力的文化企业中。虚构传记 

(R o m anb iog raph ie) 与所有依傍于此的相关的商业化写作并非仅仅是堕

落的产物，它们也一直在诱惑着形式-----种对虚假的深刻心存疑虑却

没能防止它走向熟练的浅薄的形式。即便在圣伯夫（Sainte-Beuve) 那里 

也是如此—— 现代论笔文类正是起源于他。上到赫伯特•欧伦伯格传

记 剪 影 （b io g ra p h ica l silhouettes) ----此为大批文化垃圾的德国原型---

之类的种种产品，下至有关伦伯朗、图卢兹-罗特列克P]与 《圣经》的 

各类电影，它们缠绕在一起，已在推动着文化制品转变为商品的中立化 

进程—— 在近来的精神史中，这一进程已无可救药地抓住了被“东方集 

团”称 为 “遗产”的那种东西。这种进程在斯蒂芬•茨威格那里或许体 

现得最为明显，他年轻时创作了一些精致的论笔，最终却在论巴尔扎克

[1】 Wissenschaft有 “科学” 与 “学问” 两层含义，故英译者把该词译为science and sdiolatsh )̂。-------

汉译注

[2] 赫伯特 •欧伦伯格 (HerbertEulenberg, 1876-1949),德国诗人与作家，一生写出多部作品。

1910年，出 版 《剪影者》（Sdwffcnbi/cfcr) —书，此为名人传记迷你版的合集。阿多诺这里提及的应 

该是这部作品。------汉译注

[3] 图卢兹 -罗特列克的全名是亨利 -马利 •雷蒙 •德 •图卢兹 -罗特列克 -荣法（Heari- 

Marie Raymond de Toulouse-Lautrec-Monfa, 1864-1901)，法国后印象派画家、近代海报设计与石版画 

艺术先驱。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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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中堕落到创作个体心理学那里。这种写作并未批评抽象的基本概 

念、非概念的数据资料或老掉牙的陈词滥调，而是含蓄地因而也以共谋 

的方式假定了它们的存在。阐释心理学的渣滓与那些来自文化庸人世界 

观的流行范畴融为一体，那些范畴是“个性”或 “非理性”之类的东 

西。此类论笔把自己误认为报纸副刊的专栏文章，而论笔形式的敌人同 

样也把专栏文章与论笔混为一谈。被学术不自由的学科强行分离出来之 

后，精神自由本身也变得不再自由，并为其客户在社会上预先形成的需 

要提供着服务。“玩忽职守”（它本身作为全部真理的一个方面，还没 

有在为现状负责中耗尽自己）在既定的意识之需面前证明了自己正当合 

理；糟糕的论笔如同糟糕的博士论文一样顺应潮流。然而，“尽责尽守” 

不仅仅是对当局和权力机构彬彬有礼，而且也意味着对事物本身毕恭 

毕敬。

不过，论笔形式要为如下事实承担一些责任：糟糕的论笔对人说三 

道四，却对身边的问题无动于衷。科学与学术从艺术中分离出来是不可 

逆转的。只有天真的文学制造商才看不到这一事实，他以为自己至少是 

一个组织有方的天才，从而把好端端的艺术作品糟蹋成了一堆坏东西。 

随着世界在去神话化（Entm ythologisierung) 的进程中变得客观化，艺术 

与科学已然分离。有关直觉与概念、形象与符号有可能合为一体的那种' 

意识—— 假如这种意识曾经存在过的话—— 并非挥挥魔杖就能被修复起 

来，而它的复原或许只是向混沌状态的一种回归。这种意识只有作为中 

介进程的完成状态才是可以想象的；作为乌托邦，它是被康德以来的观 

念论哲学家以智性直观（intellektuelleAnschauung) 之名构想出来的，每 

当实际知识求助于它时某些方面就出了毛病。无论哲学在什么情况下认 

为它能借助文学废除客观化的思想及其历史—— 通常被称作主体与客体 

的对立一~甚至希望存在本身也能把巴门尼德和容尼克尔m调和在一起， 

并以配制而成的诗歌蒙太奇发言，它都开始演变为一种淡乎寡味的文化

[1】 路德维希•海因里希•容尼克尔 （ Ludwig HeinrichJungnickel)，1881年生于维也纳，画家， 

手工艺艺术家，以其动物木版画而知名B ——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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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聊。带着一种将自身合理化为原始性（U rtiim lid ik e it) 的村野狡诈，哲 

学不再向概念思维的职责顶礼膜拜；不过，当它在陈述与判断中使用概 

念时，它已完成对这种职责的认购。与此同时，哲学的美学元素也仅仅 

由打过折扣的、二手的追忆与怀旧所组成，它们来自荷尔德林或表现主 

义，或者也许是来自“新艺术运动” w ，因为没有任何思想能像原始言说 

(u rriim lic h e S a g e n) 的观念让我们相信的那样，能够完全而盲目地把它自 

己托付给语言。从形象与概念相互施加给对方的暴力中催生了“本真性 

的黑话” Pl , 其中语词随情感而律动，同时却又对感动它们的东西默不作 

声。语言超越意义的勃勃野心以无意义告终，而实证主义则牢牢抓住了 

这种无意义；正是通过分享这种实证主义所批评的无意义，人们才助长 

了实证主义之风—— 尽管人们自认为比实证主义更为优越。被这些发展 

迷惑后，还敢在学术与科学那里兴风作浪的语言逐渐类似于装饰艺术， 

而完全抵制语言的研究者也以否定的方式证明了他对美学的赤胆忠心， 

他不是把语言降格为数字的单纯释义，而是更倾向于使用图表，从而毫 

无保留地承认意识的物化。他并未谦卑地向艺术取经，便在图表中为那 

种物化找到了一种近乎形式的东西。当然，艺术往往与启蒙的主导趋势 

相互缠绕，以至于从古典时代起，它已把科学上和学术上的种种发现运 

用到自己的技术中了。但是量变成了质。假如技术在艺术作品中被搞得 

太绝对；假如这种建设全面展开并铲除了表达方式，亦即铲除了它的对 

立面和驱动力；假如艺术因此声称自己是直接的科学知识而且只有按科 1

[1] “新艺术运动”（artnouveau/ Jugoidstil) 是 1S90—m 〇年兴起于法国、波及欧美多个国 

家 的 “装饰艺术”运动，从建筑、.家具、产品、首饰、服装、平面设计、书籍插画一直到雕塑和绘 

画艺术都受到影响。在这场运动中，“整体艺术”的哲学思想在艺术家中甚为流行，他们致力于将 

视觉艺术的各个方面，包括绘画.雕塑、速筑、平面设计及手工艺等与自然形式融为一体新艺术 

运动”的风格多种多样，甚至称呼该运动的名称也不尽相同。“新艺术- (mncuvemi) 本是法语词， 

法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等以此命名，而德国则称之为'•青年风格”（Jugendsdlh——  

汉译注

[2] “本真性”（Eigendichkeit/ amhentidly) 是来自海德格尔的术语.除本真性之外，汉译 

界对此术语还有原琪性、本真状态、诚然状态等译法。阿多诺曾写过《本真性的黑话》 

BigentUchkcit /  T h e  Jargon  o f  Authenddty) 一书，专门批判海徳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故此段内容亦 

涉及海德格尔。——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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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标准衡量才是正确选择，那么，它所认可的那种前艺术的原材料操作 

(vorldinsderischeS toffhuberei)就像哲学研讨会上所有的谈论只涉及“存在” 

(Seyn / Being) 那样缺少意义。它正在与物化称兄道弟—— 而反抗物化曾 

经是并且现在依然是无功能之艺术的功能，无论这种反抗本身是多么沉 

默和物化。

然而，虽然艺术与科学在历史的进程中已经分离，但它们之间的 

对立却不应被实体化。对这两者不合时宜的合并心生厌恶，并没有让一 

种根据学科划分而被组织起来的文化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这些划分尽管 

有其必然性，却意味着在体制上认可了对完整真理的放弃。纯粹且清洁 

的理想具有专制秩序的种种标记，而这些理想却为精通永恒价值的本真 

哲学、无懈可击并被完美规划起来的科学和非概念的直观艺术所进行的 

事业所共享。精神必须获得资格证书，这样它就不会通过穿越已被确定 

的文化边界来冒犯官方文化。这里被预设出来的观念是，所有知识都有 

转变为科学的潜力。那些把前科学意识从科学意识中区分出来的认识论 

让所有人都认为，这种区分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可转变性只不过 

是一种断言，而实际上，活生生的意识从来都没有转变成科学意识——  

这一事实强调的是这种转变的不牢靠（一种质的差异)。只要简单反思 

一下意识之旅我们便可知晓，那些洞见（它们绝非随心所欲的预感）完 

全被科学之网捕获的可能性是多么微乎其微。马歇尔•普鲁斯特的作 

品—— 那里面的科学实证主义的元素并不比柏格森著作中的少—— 试图 

对人类与社会关系发表必要的且令人信服的洞见，而这些洞见已不能见 

容于科学与学术，尽管它们对客观性的要求既未减弱，也没有陷人貌個I 

有理。这种客观性的测量不是靠反复试验加以证实，而是通过希望与 

幻灭保存下来的个体经验（E rfahrung) 进行确认。通过回忆过程中的 

证明或反驳，此类经验将其观察结果凸显出来。但是，这种综合在个体 

中的统一体（不过整体已在此显现）却无法根据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各自 

为政的人员与设备被分配和重组。在科学精神及其渴求之物（这种东西 

普遍存在，甚至潜藏在艺术家那里）的压力下，普鲁斯特通过模仿于科 

学的技术（一种实验方法)，试图去打捞（或许是修复）曾被认为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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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知识形态。当个体意识还可以信任自己，当它还没被组织起来的审 

查制度所吓倒时，这种知识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时代依然有效。它来 

自 “经验人”（e rfa h re n e rM a n n)，好比现在已经绝种的“文人”。普鲁斯 

特把这种人构想为艺术业余爱好者（dile ttan te) 的最高形态。恐怕没有 

谁会认为经验人的观察是微不足道的、偶然的和非理性的而对此不予理 

会，因为这样的经验只属于他自己，却无法用科学方法加以简单概括。 

那些偷偷溜过科学之网的个人发现绝对是逃避科学的产物。作为人文科 

学 （G eistesw issenschaft, 字面意思是精神科学)，它还没有完成它许诺给 

精神的东西：从内部阐发其作品。那些想在高等学府中学到何谓艺术作 

品，何谓语言形式、审美特性甚至审美技术的年轻作家，通常只是胡乱 

学了点有关这方面的知识，或者顶多是从随便什么样的时兴哲学那里拿 

来现成信息，并多少有些武断地把它运用到正在讨论的作品内容之中。 

但是，假如转向哲学美学，他又会被林林总总的抽象命题所困扰—— 这 

些命题与他想要理解的作品无关，而且实际上也无法体现他正在探究的 

内 不 过 ，知识界把艺术与科学和学术一分为二的社会分工，并不能 

为这种状况承担全部责任；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内在界线不能被善良意愿 

与综合规划丢在一边。更确切地说，从自然统治与物质生产那里义无反 

顾地模仿而来的那种精神，放弃了它曾征服过的那一阶段（对未来做出 

承诺的阶段）的追忆，也放弃了相对于僵化的生产关系的那种超越性 

存在；而当精神涉及其特定的对象时，这种放弃恰恰削弱了它的专业 

方法。

至于与科学进程的关系以及作为方法的哲学基础，论笔依其理念， 

已通过批判体系而形成最充分结论。但即便是经验主义的种种学说——  

它们对开放且无法被预期的经验优先考虑，以此反对固定的概念次 

序—— 也依然逗留于体系之中，因为它们处理的知识前提差不多是恒定 

不变的，并且还在尽可能同质的语境中发展了它们。从培根（他本人就 

是一位论笔作家）那个时代开始，经验主义就与理性主义一样，已是一 

种 “方法”。在思维领域，实际上正是论笔单独向绝对的方法特权成功提 

出了质疑。论笔考虑到了非同一性意识，尽管它没有直接表达《通过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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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把自己简化为任何一种原理，通过针对整体而去强调部分，通过其断 

片特征，论笔的非激进姿态显得激进了。

当伟大的蒙田阁下（Sieur de Montaigne ) 为其作品冠以极度优 

雅妥帖的“随笔”（Essay)之名时，也许他感受到了与此类似的东西。 

这个词易解好懂的谦卑背后是一种高傲的骑士风度。这位随笔作家抛 

弃了那些有时会让他以为自己已接近了根本问题的自负愿望：毕竟， 

他不过是为其他人的诗作提供解释，或者顶多是解释一下自己的想 

法。但反讽的是，他让自己适应了这种渺小，.那种因直面生活而从最

深奥的思维活动中生发出来的永恒渺小---而且甚至是以反讽式的谦

卑强调了这种渺小。p)

论笔并没有遵守被科学与理论安排得井然有序的游戏规则，按照 

这种规则，用斯宾诺莎的公式化表述，就是事物的次序等同于观念的次 

序。P l由于严密的概念次序并不等同于存在本身，论笔并不旨在封闭的演 

绎或归纳结构。它尤其反抗着自柏拉图以来就已根深蒂固的清规戒律， 

反抗着对短暂性由来已久且极不公正的待遇：瞬息万变和转瞬即逝者不 

配被哲学谈论。由于这种反抗，它在概念上再次遭到指责。论笔回避着 

这种教义暴力，进而也对如下观念避而远之：抽象过程的结果亦即概念 

(相对于被它掌控的个体是不因时间而改变的），应该享有本体论层面的 1 2 3

[ 1 ]  米歇尔•德 •蒙田 （ Michdde Montaigne 1533- 1592)，文艺复兴后期法国思想家，作家， 

也是Essai (E SSay) - 词及其文体的发明者，以 《随笔集》（BSsa/S) 三卷留名后世。在蒙田使用 

Ess町的语境中，笔者以为译作“随笔” 是妥当的（参见拙作《作为 “论笔”的文学批评一 从阿多 

诺 的 “论笔体” 说起》）. —— 汉译注

[2] Georg Lukacs, **On the Nature and Form of the Essay,M in Soul and Form, pp. 9 -1 0 .------原注暨

英译注

[ 3 ]  此处涉及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deSpinoza, 1632-1677)《伦理学》一书中“卷二”（“论

心灵的性质和起源”）的命题七，其完整表述是:“观念的次序和联系与亊物的次序和联系是相同的。” 

在 “卷二”中，斯宾诺莎从“思想是神的一个厲性，或者神是一个能思想的东西”（命题一> 谈起， 

然后通过论证神的观念与事物的观念之间的关系（命题二到命题六)，逐渐推导出了这一命题。通常 

他的这些观点被称为“心物平行论”。参见[荷兰】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 1997年版，第 46— 5 0 页* ---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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烕严尊贵。“观 念 次 序 （o rd o idea rum ) 即事物次序（ordo rerum ) ” 之所 

以能蛊惑人心，其根基在于它暗示着“中介即为直接性”。正如没有概念 

就连最简单的事实也无法被思考一样（因为思考它往往意味着使其概念 

化），不涉及事实而去思考最纯粹的概念同样也是不可能的。甚至那种有 

可能独立于时空的幻想之物，无论多么间接，也指向了个体存在。这就 

是论笔没被蜕化变质的深奥思想（它声称真理与历史互不相容且相互对 

立）吓倒的原因所在。假如真理实际上拥有一个时间之核，那么，丰富的 

历史内容就成为它之中的一个完整时刻；如同费希特及其追随者所说的 

那样，“后天的”要具体地而不只是泛泛地成为“先天的”。m 与经验建立 

联系—— 论笔赋予经验的思考材料之多堪比传统理论赋予那些纯粹范畴 

的材料—— 也就是与整个历史形成关联。仅仅属于个体的经验（意识也源 

于个体经验，因为二者关系最为紧密），它本身也被包罗万象的历史人类 

经验中介着。说历史人类经验被中介着而个体自身的经验却未被中介， 

这种观念纯粹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与意识形态搞出来的自我欺編。因此， 

论笔所挑战的观念是：历史上已经产生的东西不适合成为理论的对象。 

在 “第一哲学” m 与文化哲学（假定了第一哲学并依赖于它）之间所形成 

的区分一 H & 种区分使有关论笔的忌讳在理论上被合理化了一无法被 

解救的。那种将短暂与永恒之间的区分经典化的精神法则（Verfahrensweise 1 2

[1] “先天的” （ a posteriori) 与 “后 天 的 priori) 是来自康德的一对概念.简言之，前者 

意味着理性天赋的、永恒不变的原则和规则（不需要借助任何人类经验而获得），后者是指必须借 

助于特定人类经验所获得的知识-有关“先天的■■与“先验的• （muiszemtotaO之区分与讨论•可 

参考邓晓芒、赵林：《西方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 页，亦可参考《如 

何区分康德哲学中的■■先天”与 “先验”》，httpS://www.Zhihu.C〇mA}U« ti0n/25873949L 访问日期： 

2017年 10月 2 4日• 一 汉译注

[2] “第一哲学”（primapMosophh) 即 “形而上学”，而 “形而上学”则是亚里士多德一部 

著作的名称，是专门研究“存在”本身以及"存在”凭厝自己的本性而具有的那些属性的科学•“形 

而上学”是后人整理亚氏著作时賦予该科学的名称，“第一哲学”才是亚氏本人的用语. “形而上学’ 

之所以被称为“第一哲学”，是因为当时所有的理论学科（如物理学、生物学等等》都叫哲学（其本 

义 是 “爱智ST ) , 为把研究万亊万物终极原因（即第一原因或第一原理）的哲学（形而上学）与研 

究具体事物的哲学（如物理学）区分开来，并显示它为其他科学坊基的f f i要性，亚里士多琀把它称 

之 为 “第一哲学”。—— 汉译注

httpS://www.Zhihu.C%e3%80%87mA%7dU%c2%abti0n/25873949L%e8%ae%bf%e9%97%ae%e6%97%a5%e6%9c%9f%ef%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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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 Geistes) 正在丧失其权威性。更高水平的抽象既没让思维显得更为圣 

洁，也没赋予它形而上学的内容< 相反，随着抽象的进展，形而上学的 

内容已开始蒸发，而论笔则试图为它提供一些补偿。论笔是碎片的和杂 

乱无章的—— 此为通常的反对意见，该意见假定总体性（T o ta litS t) 是给 

定的，同时，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 （Id e n tita t) 也是被给定的，仿佛人 

们因此能把握住整体。然而，论笔所尝试者，并非从短暂中寻求永恒， 

进而把它蒸馏提纯；相反，它是想把短暂变成永恒。它的软肋所证明 

的，正是那个它不得不表达的非同一性（N ich tid e n tita t)。它也证明了意 

图总是超越于事物之上，并因此证明了被永恒与短暂的世界分类所封堵 

的那个乌托邦存在。在特征鲜明的论笔中，思想把传统的真理观甩在了 

一边。

在这种情况下，论笔也悬置了传统的方法概念。思想的深度取决于 

它穿透事物的深度，而不在于它把事物还原成别的东西的程度。论笔通 

过处理有可能被认为是派生出来的种种事物而不对其追根溯源，从而让 

思想具有了一种论战式转向。它在自由选中的对象中与种种事物狭路相 

逢，又在自由关联中对它们展开思考。它并未坚持越过种种中介—— 它 

们均为基于历史事实的中介，整个社会都沉积于此—— 而是在其对象物 

中寻求种种真理内容（W ahrhdtsgehalte)，这些真理内容本身就是历史事 

实。它并不关心任何“原初所予”（Urgegebenheit)，从而去惹怒那个社会 

化的社会（vergesellschaftete Gesellschaft) 111，因为这个社会不能容忍没被 

它盖戳标记的任何事物，尤其不能宽恕那些挑明它无所不在且必然把其 

实践活动完全消灭的那个自然看作其意识形态的补充内容的东西。论笔 

默默地放弃了思想可以突破文化（these i/ thesis/culture) 领域并且可以 

回归自然（physe i/ physis/ namre) 的幻觉。被固定之物和被确认为派生 

物的东西迷惑之后，论笔借助于种种产品并通过确证自然不再为人类存

⑴第二个英译本的译者把此说法译作society’s false sodality (社会的虚假社会性)，或可参考。 

参见该书第！19页，——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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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而开始敬重自然。论笔的亚历山大风格[11所回应的事实是，正是依靠丁 

香花与夜莺这样的存在—— 无论在哪里，普遍之网还没有把它们赶尽杀 

绝—— 才让我们相信生命依然充满活力。论笔放弃了通向源始的辉煌之 

路，这条路只是指向了派生得最厉害的东西—— 存 在 （S d n / B eing) ,亦 

即对已存在之物简单复制的意识形态；但是那种直接性的观念，亦即被 

假定于中介意义本身中的观念，并没有完全消失。于论笔而言，所有层 

次的中介在它开始反思之前都是直接的。

正如论笔拒绝了“原初所予”，它也拒绝了对其概念的任何定义。 

哲学已从各种角度对定义进行了彻底批判■̂包 括 来 自 康 德 、黑格尔 

和尼采那里的批判。但是科学从来都没有采纳过这种批判。始于康德 

并针对现代思想中经院哲学残余的这场运动，用运动进程中诸概念所 

形成的理解取代了种种字面定义；而那些具体的科学，为防止其操作 

的安全性受到千扰，却依然坚持履行下定义的前批判职责（vorkrirische 

V e rp flic h tu n g)。在这方面，新实证主义者（他们把科学方法称作哲学）与 

经院哲学可谓情投意合。与此相反，论笔把反体系的冲动纳入自己的步 

骤之中，并不拘小节地、“直接地”弓I介那些概念，如同它接受它们时那 

样。这些概念只有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变得更加精确。而在这 

里，论笔也得到了来自概念本身的支持。因为正是依靠加工原材料而操 

作的科学所形成的纯粹迷信才认为概念本身是不清晰的，只有通过下定 

义才能把它们确定下来。科学需要“心灵白板”（tA u /a « Sa) 之类的概念 1

[1] 一般来说，“亚历山大风格 ” （ Alexandrinismus / Alexandiianlsm) 是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 

时 代 （前 356—前 323>的作家们形成的一种诗风、文风和理论，其特点是高度藻饰，华丽晦涩。 

这种风格在挽歌、讽刺短诗、小型史诗、抒情诗等文体中均有体现，甚至冒险进入到了戏剧文体之 

中。但阿多诺亦曾把“亚历山大风格”定义为“沉浸在传统文本中的阐释” （ “On thC Final Scene of 

/^usr,” in iVofes to Ziferaftire，Vol. Onq p. 111)。顺便指出：阿多诺的学生瓦尔特—布什曾经说过，德 

文词尾-mus并 非 “主义”之意，而 是 “方式、风格”等 （参见[瑞士 ]埃米尔 •瓦尔特 -布什；《法 

兰克福学派史—— 评判理论与政治》, 郭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 180页)， 

故此处宜译作“亚历山大风格”。阿多诺亦强调过把“把 prima philosophy (第一哲学）转换成哲学 

Essayismus (论笔体）”的重要性 （ ‘*The Actuality of Philosophy,” in The Adorno Keatfer, cd. Brian O ’Connor; 

Oxford and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0, jx 37)，笔者以为这里的 Essayismus (Essaynism) 

译 为 “论笔体”较为妥帖，而不宜译作“论说文主义”等 。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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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才能把其主张巩固成权威，进而把它巩固成坐在第一把交椅上的唯 

一权力。实际上，所有的概念已通过位于其中的语言被暗中定型了。论 

笔从这些意义处起步，由于其本质就是语言，它能使意义更加深远；它 

想在语言与概念的关系中帮助语言，也想在概念被语言不知不觉命名时 

以反思的方式把握概念。现象学中的意义分析体现了这种意识，但它把 

概念之于语言的关系拜物化了。论笔像怀疑为概念下定义一样也这种 

状况表示怀疑。它理直气壮地接受着这样一种责难：没有人确切知道该 

如何去理解那些概念。因为论笔意识到，对严格定义的这种渴望一直是 

用来消灭（通过确定概念意义的规范动作）那些存活在概念中的事物所具 

有的引人恼怒和充满危险的东西的。但是，论笔既不能在没有一般概念

(allgemeine Begriffe) 时凑合着过日子---即便是没把概念拜物化的语言，

离开概念也一事无成—— 也不能主观武断地对待它们。因此，与那些把 

方法从材料中分离出来并对其客观化内容之呈现漠不关心的程序模式相 

比，论笔更为严肃地对待着呈现之事。表达方式是要在定义被省略时去 

打捞那种被牺牲掉的精确性，而不是把事物一劳永逸地出卖给概念意义 

的武断。在这一方面，本雅明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大师。然而，这种精确 

性并不能保持在原子状态。与下定义的操作相比，论笔更加迫切;％要求 

着其种种概念在心智经验（gdsrigeE rfahm ng) 中的互惠互动，在这些经 

-验中，概念并未构成一个操作的连续统一体。思想并非在单一的方向上 

踽踽独行；相反，种种要素（die M om ente) m像在一块地毯中那样经纬 

交错。思想的丰饶肥沃依靠的是这种纹理的密度。思想者实际上不是在 

思、想，而是让自己在心智经验未被拆分的情况下进入为它搏击的竞技场 

中。即便这种经验的冲动滋养了传统思想，这种思想还是靠其形式清除 

了这些冲动的记忆。然而，论笔却把这种经验当作自己的模型，而不仅 

仅是像反映形式（reflekrierte F orn i) 那样对它进行简单模仿。这种经验通 

过论笔自身的概念组织被中介着；就是说，论笔是无法而法地(m ethodisch

[ 1 ]第二个英译本的译者把此说法译作the aspects of the argument (观点的种种面向），或可参 

考•参见该书第101页。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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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m ethod isch) 行进着 „

论笔挪用概念的方式堪比某人在异国他乡的所作所为—— 他被迫用 

当地的语言说话，而不是按照他从学校学来的种种规则把各种语言成分 

拼凑在一起。这种人在没有词典的情况下开始阅读。假如他见同一个词 

在不断变化的语境中出现了三十次，他就能比他查阅过的所有义项（假如 

他查过词典的话)更好地确定这个词的含义，因为词典所罗列的意思要不 

往往太狭窄（考虑到意思的变化取决于变化的语境），要不常常太模糊（考 

虑到语境会让每一个个案中的意思形成明白无误的细微差别)。就像这种 

学习容易出错一样，作为形式的论笔也是如此；论笔亲近敞开的心智经 

验，它必须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安全感缺失，而这种缺失却让既定的思想 

规范怕得要死。与其说论笔忽略了不容置疑的确定性，不如说它废除了 

这种理想。在其发展中而不是在对基本雇理贪财猎宝般的迷恋中，论笔 

超越了自己，变得真实可信了。论笔中的诸种概念接受了隐藏在其自身 

中的“终点 ” （term in us ad quem)之光，而不是被任何明显的“起点"(te rm in u s  

a q u o) 所照亮；而在这里，'正是其方法体现了论笔的乌托邦意图。论笔 

的所有概念都以如此方式呈现出来，以至它们相互支持，以至每个概念 

通过它与其他概念的位形（K o n figu ra tio nen) 在紧密接合中清晰表达。在 

论笔中，分离的元素既相互抵消又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易读有趣的 

语境；但它既没竖脚手架也没有起高楼。而那些元素通过其自身运动已 

晶化为一种位形。位形 W是一种力场（K ra ftfd d ) ,正如每一种精神产物在 

论笔的注视下也必然会转变成一种力场一样。 1

[1] 英译者 ShienyWeberNichoken这里译作constdlarion (聚阵结构），但在德语原文中，此处 

并未出现“聚阵结构”（Konstellarion) —词，而是直接说 Jenc ist ein Kraftfeld (It is a force field), 而 

i t指代的显然是“位形”（Konfigurarion) 这个天文学术语。英译者把“位形”译 作 “聚阵结构”，或 

许已加人了自己的理解，因为后者也是天文学术语且与前者意思接近。另外说明：国内本雅明研究 

界习惯上把Konstellarion/ constellaricm译 作 “星丛”，而李双志等人译为“聚阵结构”，似更能传-达 

该词含义。参见 [德】瓦尔特 •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 李双志、苏伟译，北京：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 305页。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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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笔温和地向如下典范发起挑战：“清楚明晰的感知 ” （dara e t 

d isrinctaperceprio) 和不容置疑的确定性。大体而言，这可以解释为一种 

抗议，是对近代西方科学及其理论创建伊始就被笛卡尔的《谈谈方法》 

(D fscours de ]a mdthocfe /D isco u rse on M ethod)所确立的四条规则的抗议。 

其中的第二条规则—— 把对象分成“尽可能多的部分，并尽可能按其必 

要性为它提供适当的解决方案” W — 勾勒了元素分析的轮廓：以此为标 

志，传统理论把通过分类形成的概念次序等同于存在的结构。但是，种 

种人工制品（亦即论笔的题材）并未屈从于任何元素分析，而只能从其特 

定的观念中被建构出来。在这一方面，康德把艺术作品类比为有机体可 

谓理由充分，虽然与此同时，他坚持反对浪漫派的蒙昧主义，并竭力把 

它们区分开来。整体不能被具体化为第一原理，如同那些元素（分析的产 

物）不能被如此操作一样。与这两者相对照，论笔让自己熟悉了互惠互动 

的观念，此观念如同无法忍受对基本原理的探求一样，也完全不能忍受 

对那些元素的追寻。特定的要素并非仅仅来自整体，反之亦然。整体是 

一个单子，也可以不是单子，整体的要素（它们作为要素实际上是概念 

的）指向特定的对象（诸种要素聚集于此）之外。但是，论笔并非追着这 

些要素不放，一 直追到它们在特定的对象之外把自己合法化的位置上； 

假如论笔如此操作，它就会变成一种“单调的无限性” 121。相反，论笔紧 

贴着对象的“此时此地” （h k e t nunc) 运行，直到对象把自己分解成种种 

要素，它在要素中拥有了自己的生命而并非仅仅作为对象存在。 1

[1] Descartes, Philosophische Werke, ed. Buchenau, Leipzig 1922, Bd. I, S. 15; Rene Descartes, A

D iscourse On Method, trans. John Veitch (New York; E. P. Dutton, 1951), p. 15.------原注暨英译注。第二

条规则的完整表述（英译）如下： The second* to divide each of the difficulties under examination into as

many as possible, and as might be necessary for its adequate solution0 --- ^又译注

P] “单调的无限性”（schlechteUnendlkhkek) 是黑格尔逻辑学的用语，中译一般作“坏的无

限性”“恶的无限性”或 “错的无限性”（此处的两个英译本一者译作mcmg, —者译作bad)。梁志 

学先生认为，schlecht在黑格尔那个时代有两个意思，一是恶的，坏的|二是简单的，单调的。而 

按照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应该是后~个意思。故拙译从此译法。参见梁志学：《再释“单调的无限 

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fi年 10月25 0 。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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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的第三条规则—— “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和最易 

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地（仿佛一步一步地）上升到较为复杂的认 

识”—— 与论笔形式可谓矛盾尖锐，因为论笔始于最复杂的东西，而并非 

从最简单和已熟悉的东西开始。对于那种正在研习哲学且心中已有那么 

点哲学观念的人来说，作为形式的论笔将会是上佳的人门指南。他不应 

该从那些最简单的作家那里开始阅读，绝大部分情况下，那些作家不过 

是在需要深人开掘处用“常识” （com m on sense) W做做表面文章；相反， 

他应该去找那些据说是难度最大的作家，这些人可以把他们的光芒反射 

在最简单的事物那里，并以一种“面向客观性的思想姿态”把它们照得通 

体透亮。学生的纯真无邪比成年人的迂腐炫学更为明智，前者觉得发现 

复杂难解、令人生畏的东西是件再好不过的事情，而后者则晃着手指向 

思想发出警告：在处理复杂的事情之前，应该先去理解简单的东西，尽 

管只有复杂之物才对思想构成唯一诱惑。如此延缓知识只能阻碍知识。 

与 这 种 “可理解性”（V erstand lichkek) 的陈词滥调（将真理视作因果关系 

的观念）截然相反，论笔所要求的在于，人们从一开始就要像事物本身那 

样去复杂地思考问题；它有助于矫正那种始终由盛行的理性形式陪伴且 

冥顽不化的原始性（P rim itiv itS t)。如果说科学与学术（颠倒黑白是其惯用 

手法）是在对立的和分裂成单子的现实中将难度和复杂性简化为模型，然 

后按其貌似真实的材料对这些模型进行区分，那么与此相反，论笔则摆

脱了世界是简单的、本质上符合逻辑的这种幻觉------种非常适合于守

护现状的幻觉。论笔的可区分性不是附加的，而就是它自身的媒介。既 

定的思想很'1̂ 就能把这种可区分性归因到纯粹的认知主体心理学那里， 

并认为如此操作，它已清除了其中强制性的东西。实际上，科学与学术 

自以为是地反对过于复杂，它针对的并不是那种早熟且不可靠的方法， 

而是针对方法揭示了客体之后那些令人不快的方面。

笛卡尔的第四条规则—— 人 们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详尽列举，全面 

考察”，直 到 “确信无一遗漏”—— 作为系统思考的最终原则，又原封不

[ 1 ] 此处及后文几处阿多诺直接使用了英文说法，特此说明，后面不再一 作注。一 汉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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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地重现于康德向亚里士多德那种“狂想式”思考发起的论战中。这条规 

则符合这样一种指控（如那位教书先生所言）：论笔是无法巨细无遗的。 

而实际上，每一种对象（尤其是精神对象）都含有无限面向，唯有认知 

主体的意图能决定这些面向的取舍。只有当这种情况—— 所处理的对象 

被用来处理它们的概念充分把握，不能被概念预期的对象一概不留一7  

被事先确定下来时，“全面考察”才是可以成立的。根据这一假定，这条 

有关单个元素要详尽列举的规则断言，对象能够在天衣无缝的推演系统 

中呈现出来—— 这是同一性哲学的一种假定。就像对定义的要求那样， 

笛卡尔的规则作为实用思维指南的形式（就连经验性的开放科学也要求全 

面概览与连续呈现)，已远比它安身立命的理性主义法则经久耐用。在笛 

卡尔的哲学中，本该用来监视知识需要的智识良心因此也变得武断——  

—种 “参照系” （frame o f reference) 的任性专断。为满足方法论之需，也 

因为整体的貌似可信，这个参照系从一开始就被确认为一种公理体系， 

但是它却不再能证明自己的有效性和自明性。用德国人的说法，这是一 

种 “规划”（E n_ f) 上的任性专断，它不过是在满怀悲伤地寻找存在时 

隐藏了自己的主观决定。在人们的思想序列中要求连续性，倾向于为;t 客 

体的内在一致性（它自身的和谐）形成预判。被赋予连续性特征的呈现 

活动如果不同时把连续性界定为非连续性，那么它将与那些对抗性的材 

料发生冲突。作为形式的论笔需要使自己不经意地和非理论地意识到， 

精神层面中完整性（V olk& id igke it) 与连续性（K onrinuM t) 的具体“做 

法”（m odusoperandi) (n也是一种过时的理论主张，应该予以废除。如果 

说论笔在美学上抵抗的是鼠目寸光的方法（该方法唯一牵挂的是不遗漏任 

何东西)，那么它所追随的是一种认识论冲动。浪漫主义的断片观念——  

一种未完成的、通过自我反思而趋向无限的建构—— 支持这种在观念论 

(Idealismus) 中反观念的动机。甚至在论笔的呈现方式中，它也不可能装 

得仿佛它已推演出了自己的对象，并且已把有关其对象的话题谈论得一 

干二净。论笔的自我相对化是内在于其形式之中的：它不得不如此建构

[ 1 ]此处的拉丁语为英译者的译法，阿多诺本人用的是词语是Verfahnmgsweise。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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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好像它总是能在任何一个点上戛然而止。它以断片的方式思考，

正如实在本身是断片的，而且只有在断裂处或通过那些裂缝而不是把它 

们掩饰起来，才能发现它的统一性。大一统的逻辑秩序欺骗我们说，被 

秩序强加上来的东西具有敌对性。非连续性对于论笔至关重要，它的主 

题往往是被带人停滞状态的一种冲突。当论笔通过概念在事物的力的平 

行四边形（KrSfteparallelogiram m) 中的作用来调节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时， 

它也就在那个统辖着其他一切概念的总括性概念（O be rg riff) 面前抽身 

而退。论笔的方法明知道总括性概念假装完成的东西无此可能，但它依 

然试图去做成这件事情。Versuch (尝试或论笔）这个词语，其中思想乌 

托邦的中的之处，关联着它自身的易错性意识与临时性特征。如历史上 

多数幸存下来的术语二样，这个术语也暗示着有关形式方面的东西，预 

示着更值得严肃对待的东西，因为V e m ich并非有条不紊地进行，而是具 

有一种意欲在暗中摸索的特征。在不主张总体性到场的情况下，论笔必 

须让总体性在局部特征中豁亮起来，不管这种特征是被选中的还是仅仅 

偶然遇到的。无论是在论笔本身进一步的发展中还是在它与其他文章马 

赛克般的拼接关系中，它都是通过其见识的自我繁殖、确认与限制来纠 

正见识中孤立且偶发的种种面向，而不是从其见识中抽象出一些典型特 

征。“于是，论笔把自己与学术论文区分开来。用论笔体写作者其实是一 

个进行实验的创作者，他把写作对象颠来倒去，质询它、感受它、测试 

它、彻底反思它、从不同的角度攻击它，用其心灵之眼搜集他之所见， 

然后在写#过程创造的条件下，把写作对象让他看到的东西诉诸笔端。” W 

在对这种步骤引发的不满（亦即对它能够任性前行的感受）中，可谓真 

理与非真理同在。所谓真理，是因为论笔实际上无法形成结论，而它如 

此展示自己的无能仿佛是对自己“先天的”（A p tio ri) —种戏仿。于是论 

笔罪责加身，负重而行，而这种罪责实际上要由擦抹了所有武断任性之 

痕迹的相关形式负责。但与此同时，那种不满也有其非真理之处，因为 1

[1] Max Bensc， “Ober den Essay und Seine Prosa,” (马克斯•本泽：《关于论笔及其散文;̂ fe r iu r l : 

3 (1947), p.418.—— 原注暨英译注



论笔的聚阵结构（K orm elkticm ) 并不是以哲学主观论—— 它把对象那里 

的迫切需要转换成了其概念组织的急迫要求—— 的方式任性存在的。决 

定论笔的东西是其对象的统一性，以及理论与经验已被迁移到对•象那里 

之后所形成的那个统一性。论笔的开放性并非情感与心境的暧昧开放， 

是其内容给了它大致轮廓。它抗拒的是那种传世杰作的观念（这种观念 

本身是对创造物与总体性之理念的一种反映)。它的形式遵循的是批判 

思维—— 人类并非创造者，也绝非什么创造物。论笔总是指向已被创造 

出来的东西，它没有把自己呈现为创造物，也没有对包罗万象的事物（其 

总体性或许类似于创造物的总体性）垂涎三尺。论笔的总体性，'亦即内在 

地被构建出来的形式统一性，是一种非总体性的总体性；这种形式上的 

总体性并未坚持思想与其事物的同一性观点，而这种观点也正是论笔的 

内容所排斥的。从同一性压迫（Mentitatszwang) 下解放出来的自由，偶

尔也会赋予论笔一些逃避了官方思想的东西-----个无法磨灭的时刻，

—种永不褪色的色彩。西美尔著作中的某些外来语一如Cachet (图章)、 

Attitude (姿态）111—— 揭示了这种意图，尽管它没用理论的术语进行讨论。

与传统思维想要成为的样子相比，论笔显得更开放也更封闭。它更 

开放是因为其结构否定了任何体系化的东西，而且它对那种否定的坚持 

越严格，满足自己的内在需求就会越充分；论笔中还有体系的残余，例 

如文学研究中充斥着现成且流行的哲学观念，尽管论笔想靠这些残余物 

受到尊敬，但实际上它们像心理学上的老生常谈一样毫无价值。另一方 

面，论笔也更封闭，因为它明显是在其呈现的形式处用力。呈现与被呈 

现之物之间的非同一性意识推动着呈现的不懈努力。只是在这一方面， 

论笔才类似于艺术。而在其他方面，由于出现在论笔中的概念所带来的 

不但有其意义而且还有其理论语境，论笔也就必然涉及理论。可以肯定 

的是，论笔涉及理论像它接近概念一样谨慎小心。它既没有从理论中生 

硬地演绎出自己—— 此为卢卡奇所有较晚近的论笔式作品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 也没有为将来的综合预付定金。它越是努力把自己巩固成理论 1

1 9〇 I 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论笔选

[1] Cachet、Attimde均为法语词语。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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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装着仿佛手中握有点金石，就越会给心智经验带来灾难。但与此同 

时，就其本质而言，心智经验也在努力追求着这种客观化。这种二律背 

反反映在论笔之中。正如它从外部吸收着概念和经验，它也同样吸收着 

相关理论。然而，论笔与它们的关系并非一种“视角" （Standpunkts)关系。 

假如论笔中视点的缺失不再幼稚可笑并且束缚在对象的突出之处，假如 

论笔反而把它与其对象的关系用作解药进而消解了开端之处的观念所施 

的法术，那么，论笔就以戏仿的形式展开针对纯粹“视角”哲学的思想 

论战，否则的话，这场论战就是无效的。论笔吞没了接近于它的种种理 

论；它总是倾向于消除意见，包括作为其立论起点的意见。论笔初心未 

改，依然如故，是出类拔萃的 （ par excellence) 批判形式；作为对种种精 

神产物的内在批判[11，也作为对这些产物与其概念的一种对抗，论笔是一 

种意识形态批判（Ideologiekritik)。

'论笔是我们精神世界中批判性范畴的一种形式。从事批判活动 

的人一定要做实验，他必须创造条件并让对象在这种条件下变得重新 

可见，而且，他必须以不同于创造性作家的方式如此操作；最重要的 

是，对象的缺陷必须被试验、被检验，这恰恰是对象在批评家手中所 

经历的细微变化之意义。 121

当论笔被指控没有自己的视点，并因其不承认任何外在于它的视点 

而又被指控为相对主义时，某 种 “现成”的真理观（一种概念的等级制） 

已在发挥作用，此为不喜欢多重视点的黑格尔所摧毁了的那种观念。在 

这里，论笔与其极端对立面（绝对知识的哲学）吻合一致。它以反思的方 

式把独断性整合到自己的操作方法之中而不是把独断性伪装成直接性， 

想以此治疗思想的独断性。

诚然，黑格尔的观念论哲学也陷人前后矛盾的困境之中，它以固有

[ 1 ]  内在批判 （ immanente Kridk / immanent critique, 亦英译为 immanent criticism) 是阿多诺哲 

学思想和美学思想中的重要概念，译者曾写过《作为方法的文学批评一 阿多诺“内在批评”试解读》 

( 《中国文学批评》2〇1 21年第 1期），专文谈论，可参考。—— 汉译注

[2] Max Bense, wObcr den Essay und Seine Prosa,H p. 420.----原注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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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连续步骤之名批判过那种抽象的总括性概念，亦即纯粹的“结果”， 

但与此同时，却又以观念论的方式念叨起了辩证方法。由于这一原因， 

当辩证法谈论自身时，论笔比辩证法更辩证。论笔对黑格尔的逻辑信以 

为真：总体性的真理既不能与个人判断力直接对抗，也不能把它简化成 

个人判断力；相反，独特个体的真理主张实际上已到了其非真理显而易 

见的地步。每一个论笔细节中那些大胆的、可预期的以及还未充分挽回 

的方面吸引着作为其否定的其他细节；非真理（论笔故意把自己卷入其 

中）就是其真理赖以存活的元素。非真理当然也栖身于论笔的基本形式 

中，它关联着文化上的预成形之物和衍生物，仿佛它是一个自在之物。 

但是，论笔越是积极地悬置第一原理之类的观念，并且越是拒绝捏造文 

化来自自然，它就越能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化本身的准自然（na rnrw iichsig) 

特征。即便是现在，模糊不清的自然语境（神话）也长存于文化之中，而 

这正是论笔反思的东西：自然与文化的关系才是论笔的真正主题。论笔 

不是“还原”文化现象，而是让自己沉浸于它们之中，仿佛沉浸于第二自 

然 （一种次要的直接性)，以便以其不屈不晓否定并超越直接1性的幻象。 

与源始哲学一样，论笔也不对文化与位于文化之下的东西之间的差异存 

有幻想。但是于论笔而言，文化并不是叠加在存在之上并且必须被消灭 

的附带现象，相反，文化之下是“习俗”（thesei/ thesis) 本身—— 某种被 

建构出来的东西，是虚假的社会。这就是在论笔看来源始与上层建筑同 

样毫无价值的原因所在。论笔把选择对象的自由，把它享有的相对于事 

实或理论全部优先权（priorities) 的那个主权归功于如下事实：对论笔来 

说，所有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都平等地靠近中心—— 平等地靠近将其法 

术施加在所有象之上的那种原理。论笔并没有美化自己的关切，从而 

把起源看得比被中介的事物更为源始，因为于它而言，源始性正是它自 

己要反思的对象，是消极的东西。这种思路与如下局面相映成趣：在虚 

假的社会化世界中，作为一种精神视点的源始性已变成一个谎言。这种 

谎言来源于由历史语言中的历史概念提升而成的源始语词，一直延伸到 

“创意写作”（creativew riting) 中的学术指令、工艺品小店追逐的源始性、

录音机和手指画（finger painting) 那里：在上述情形中，教育学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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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体现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美德a 波德莱尔反对把自然视为社会保护区 

的诗歌反叛并没有赦免思想。如今，思想的天堂不过是人造虚设，而论 

笔则徜徉其中。因为按照黑格尔的格言，天地之间，没有被中介的东西 

绝无存在的可能，只有在被中介中或通过被中介之物，思想才能忠实于 

直接性观念；相反，思想一旦试图直接抓住非中介，它就成了中介的牺 

牲品。论笔狡猾地把自己锚定在文本之中，好像文本就在那里并拥有权 

威。就这样，在没被第一原理忽悠的情况下，论笔找到了它自己的立足 

之地，无论它多么可疑，堪比早期宗教文本中的神学注释。不过，论笔 

的趋向与神学恰好相反—— 那是一种批判冲动：通过让文本面对它们自 

己强调的概念，面对每个文本都指望得到的真理（即便它无此打算)，然 

后去粉碎文化的各种要求，并且推动文化去留心它自己的非真理，留心 

种种意识形态幻象—— 正是在这一幻象中，文化揭示出自身被自然所奴 

役。在论笔的注视下，第二自然意识到自己是第一自然。

假如论笔的真理之力源自非真理，那么，就不应在其无耻与被禁元 

素的对•立面寻找真理,而是在那些元素本身中寻觅，在论笔的流动性中 

寻觅—— 论笔缺乏科学所要求的那种稳定性，而科学则把对稳定性的要 

求从财产关系转移到了精神中。那些认为必须保护精神以使其免遭稳定 

性缺失的人是精神之敌：精神一旦获得解放，它本身就是流动的。精神 

一旦想得到不只是既存之物的行政式重复和被控式呈现，它似乎也就显 

山露水；真理被游戏抛弃之后只不过是同义反复。因此在历史上，论笔 

也与修辞术（R h e to rik) 有关，从培根与笛卡尔开始，修辞术就是科学意 

识总想干掉的东西，直到它在科学时代恰如其分地堕落成一种独特的（sui 

generis) 科学一^传播学。当然，也许修辞术从来就是适应于传播语言的 

—种思想形式。这种思想旨在非中介的东西—— 受众的替代性满足。正 

是在其呈现的自主性中—— 这种自主性将论笔与科学和学术信息区分开 

来—— 论笔保留了传播元素的痕迹，而这些痕迹已被科学和学术信息所 

摒弃。在论笔中，修辞试图提供给受众的满足被升华为一种自由面对客 

体的快乐观，与客体仿佛被残忍整合进观念次序中相比，这种自由能给 

客体提供更多本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反对一切拟人化观念的科学意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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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与现实原则结盟，并像后者一样与快乐相敌对。尽管快乐总被认为是 

对自然的全部统治目标，但它也总被设想为是向纯粹自然的一种退化。 

这种情况一路走来，直到最高哲学那里都清晰可见，甚至包括康德与黑 

格尔的哲学。这些哲学在理性的绝对理念中满怀痛苦，但与此同时，每 

当理性把公认的价值相对化（r e la t iv e ) W时，它们又总是把理性诋毁 

成傲慢无礼。与这种趋向相反，论笔把诡辩术的因素抢救了出来。官方 

批评思想中对快乐的敌意尤其体现在康德的先验辩证法中，它想让知解 

力121与思辨之间的分界线永世长存，并像典型的隐喻所表达的那样，防止 

思想“在可以理解的领域中闲庭信步”。既然在康德看来，自我批判的理 

性本该牢牢脚踏实地，本该真的让自己落地生根，那么，它就得遂其天 

性，封闭自己，远离一切新鲜之事，把好奇心—— 思想的快乐原则，也 

是存在主义本体论所诋毁的东西—— 拒之千里。这样，按其思考内容， 

被康德视为理性目标、人类创造物和乌托邦的东西，就被他的思想形式 

(即认识论）挡在了门外。这种认识论不允许理性越过经验王国；在纯粹 

材料和不变范畴的机械作用下，经验已萎缩成永久既成之物。但是，论 

笔的对象作为名副其实的新东西确实新颖，不像那些能被转换回去的现 

存形式那样陈腐。通过反思对象而不是去肢解它，论笔默默地悲叹着这 

一事实：真理已背叛快乐因而也背叛了与快乐相伴的它自己，而这种，悲 

叹又激起了直接针对论笔的雷霆之怒。正如许多音乐特性在自主'性音乐 

中出现了功能性转变，论笔中有关传播的说服性因素也疏远了它的初岁台 

目标，变成了呈现本身的纯粹决断，变成了其结构中的强迫性元素——  

它的目标不在于复制对象，而在于从其概念的“碎片” （membra d is jecta) 

中重构对象。有失体统的转折过渡—— 例如自由联想、语词含混以及逻 

辑综合中的轻松一刻，都使它变得易于接受，并让听者在演讲者的意志 

面前乖乖就犯—— 凡此种种已与论笔中的真理内容融为一体。这种过渡

【1 ] 第二个英译本这里译作it challenges established system of values (理性挑战了既定的价值体 

系)，可参考。参见该书第108页a — 汉译注

[ 2 ] 知解力（Verstand) 是康德用语，以前通常译为“悟性'朱光潜先生认为译作“悟性” 

有违康德原意，应该翻译为“知解力' ~汉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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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刻板的演绎，以便实现诸元素之间的交叉连接—— 这种交叉连接在 

推理逻辑中无处容身。论笔使用含糊之辞既不是因为吊儿郎当马大哈， 

也不是不知道它们违反了科学禁令，而是要澄清如下事实（X t模糊之辞 

进行批判只是对意义的单纯区分，却很难把这种澄清落实下去）：当一个 

语词涉及不同的事物时，这些不同并非截然分明；无论怎样藏而不露， 

语词的统一性都指向了事物内在的统一性。然而，这种统一性不应被误 

认为语言学上的亲和性，如同当代复原主义哲学（restaurativePhilosophie) 

所实践的那样。在这里，论笔也近似于音乐逻辑，那种严格的但又不使 

用概念的过渡艺术，以便为表达的语言挪用某些它在推理逻辑统治下被 

迫放弃的东西—— 这种逻辑虽然无可回避，但论笔在其形式之内却能通 

过主观表达的强力以智取胜。因为论笔并非单纯站在推理程序的对立 

面。它不是不合逻辑,而是在其相关命题必须组合成有机整体的情况下 

遵循着逻辑标准。纯粹的矛盾不可能被保留下来，除非让这些矛盾成为 

客体本身的附属物。但是论笔并不是按照逻辑推理去拓展自己的思路 

的。它既不依靠某种原理做推演，也不根据合乎逻辑的个别观察资料下 

结论。论笔是在整合元素而并非服而从之；而且，唯有其内容的本质（而 

不是它被呈现的方式）才能与逻辑标准相匹配。与冷漠地传递着现成内容 

的诸种形式相比，论笔比传统思想更具活力，原因在于呈现与被呈现内 

容之间的那种张力。但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被构造出来的多元并置体， 

论笔也更为静止不变。除了论笔的静态性把张力关系带到了停滞状态之 

外，它与形象的亲密关系也仅在于此。论笔作家思路中那种低调的柔韧 

与灵活促使它走向比推理思维更强大的思维强度之中，因为论笔不是像 

推理思维那样盲目而自动地行进，而是在每个时刻都要反思自己。这种 

反思不仅扩展到它与既定思想的关系那里，而且延伸至它与修辞和传播 

的交往之中。倘非如此，把自己想象得高于科学的论笔就会变成徒劳无 

益的前科学。

论笔的现实意义就在它的不合时宜之中。与从前相比，它在这个时 

代更不受待见。一方面，它在组织得井然有序的科学与学术体系之间被 

碾得粉碎—— 在这种体系中，人人都认为他能指使每个人驾驭每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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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把不适合当前共识的所有事物排除在外，如此这般，却还被假惺惺地 

夸成很“直观”或挺“刺激” I 而另一方面，它也被哲学碾得粉碎——  

哲学不得不设法对付空洞与抽象的残羹冷炙，那是还没被科研活动接管 

的东西，这样一来，这些残羹冷炙也就成为哲学的二级活动对象。然 

而，论笔关心的是其对象中被遮蔽的东西。它想用概念炸开其对象中不 

能被概念容纳的方面，并通过概念相互缠绕的种种矛盾，把揭示出来的 

概念的客观性之网仅为主观安排的这一事实一并炸开。它想践行者，是 

让不透明之物两极分化并释放其潜力。它所努力者，是把时空中已被确 

定的内容凝固定形；它以如此方式将诸概念编织在一起，以至于可以设 

想为它们自身也在对象中相互交织，亲密无间。它摆脱了自打《会饮篇》 

中定义以来就已被理念接管下来的属性规定：所 谓 “永世 

存在，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是 “永恒一致的自在自为之物”。W可是， 

因为论笔没有屈服于存在之重，没有在不过尔尔之物面前俯首称臣，它 

还逗留在理念之中。不过，论笔对所存在者形成判断，其依据不是永恒 

之物，而是尼釆晚期思想中狂热的残篇断简：

假如我们肯定了 一个独一无二的时刻，我们因此肯定的就不只 

是我们自己，而且还有整个存在。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是自给自足的， 

我们自身没有，事物中也没有：而假如我们的灵魂仅有一次因幸福而 

颤抖，就像拨响了竖琴琴弦，那么，这一事件的形成都离不开所有永 

恒性的支撑—— 而在这个被肯定的唯一时刻，所有永恒性也得到了认 

可、拯救、辩护和肯定。

【1 ] 阿多诺在这里并未作注• 查《会饮篇》，柏拉图此处是在谈论“绝对美”（相当于“理念”）， 

按朱光潜先生译法，这里的完整表述是这样的：“这种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 

的。……它只是永恒地自存自在，以形式的整一永与它自身同一 /此处翻译借鉴了朱先生部分译 

法。参见丨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第272页„—— 汉译注 '

[2] Friedrich Nietzsche, Werke, B<1 10, Leipzig 1906, S. 206 p er Wille zur Macht II , § 1032).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ans. W.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korU968) , pp. 532-33.中译文参见[德】弗里德里希•尼釆:《权力意志一 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3长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州年版，第仍一67* 2页。一 原注、英译注暨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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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论笔连这样的辩护和肯定也不相信。对于尼采来说那种极 

为神圣的幸福，论笔除了 “否定”再无任何其他名称。即便是那些最高 

的精神显示，即便它们表达了这种幸福，只要它们停留在纯粹的精神层 

面，也往往因阻挠幸福而深感内疚。因此，论笔内心最深处的形式法则 

就是离经叛道（K etzem i) ,通过违背思想的正统观念，原本是正统观念的 

机密和客观上意在隐匿的东西，都在客体中变得显而易见了。

2017年 9 月 2 4 日一 1 0月 2 8 日初译 

2018年 8 月校译 

2021年 5 月再校



关于诗与社会的讲演m

这个关于诗与社会的演讲预告可能会让你们当中的很多人感到无所 

适从。你们会期望对任何所得之物进行社会学分析，就像五十年前人们 

用心理学、三十年前用现象学一样。你们会怀疑对作品创作条件及其效 

果的考察将会冒失地侵占作品如其所是的经验之位，而社会学的分类和 

关联则会抑制对对象本身真伪的洞察。你们会怀疑一个知识分子会犯下 

黑格尔指责的“形式理解”（d e rfo m e lle V m ta n d) 所犯的错误，即在思 

考作品整体时他总是站在所谈论的个体存在之上，也就是说，他压彳艮没

[ 1 ] 《关于诗与社会的讲演》 （ “Rak Sber Lyrik und Gesellschaft”）原本是阿多诺在“美国占 

领区广播电台”（RundfonlcimamerikanischenSektor, 缩写为RIAS, 是 “冷战”期间美国设在西柏林 

美国占领区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建于“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以向柏林附近的徳国居民提供新 

闻和政治报道为主，亦有评论和文艺节目）发表的一次广播讲话，后经多次修改，发表于《强音》 

(瓜 me) 1957年第1期，并被收人《文学笔记》第1卷，最终进人《阿多诺文集》说 獅 咖 to  

ScAn/ien: iVofexi zurljVcnimr，Bd. 11， Frankfiirt am Main: Suhrkamp Vedag, 1974, S_ 49-68)。该文现有两 

个英译本：（1)《抒情诗与社会》 （ “Lyric Poetry and Society,” ttans. Bruce Mayo, in Tfc/os Summer 1974, 

pp. 56-7l ) , ⑵ 《论抒情诗与社会》（“〇n Lyric Poetiy and Society,” in Notes to Uteramre，Vol. One, 

mms. Shicrry Weber Nicholsen, New Yo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1, pp. 37-54)。本文根据第二个英 

译本并参考第一个英本译出，关键用词、术语及疑难之处核对了德语原文，亦参考了方维规教授对 

该文的节译：《关于诗与社会的讲演》（方维规主编：《文学社会学新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〇11年版，第256•-262页)。本文的初译稿是由多位硕.博士生同学（丛子钰，髙竞闻、舒翔、 

何姬，廖梓君，朱彩莲、邹真吾，管含、钟大禄）在读书会（2020-2021学年）上分别翻译并集体 

讨论而成，® 后由赵勇.髙竞闻、舒翔分别校译并由赵與统稿。需要说明的是，方维规教授认为德 

语词“LyA ”虽有“抒情诗”的义项，但在徳语中，它的首选义项是“诗' 阿多诺在这里谈的也 

是 “诗”而不是“抒悄诗”，英译为“LyricPoetry”是误译•本文译者认同此说，并把英译中的“Lyric 
Poetry”等等译法改回到了德语原文的“诗”或 “诗歌”上，特此说明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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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看到个体存在，而只是给它贴上了标签。就诗而言，这种方法对你们 

来说会显得尤其煎熬。最精微、最脆弱的东西却要被喧器所侵蚀，与骚 

动相结合，但起码在传统意义的诗之理想中，它们是不受喧嚣与骚动影 

响的。表达领域—— 其本质在于它不承认社会化的力量要么拒绝看到 

它，要么像波德莱尔和尼采所说的那样通过距离的惆怅[2]去克服它——  

一定会被社会学家傲慢地变成它所自知的相反的东西。也许你们会问， 

除了一■个艺术门外汉（am usischerM ensch) ,还有谁能谈论诗和社会呢？ 

显然，要化解这种疑虑，就不能把诗歌作品滥用为社会学命题 

( sozio log ische Thesen) 的展示对象，而要在作品自身与社会的联系中揭示 

出其品质的根本特性。诗与社会的关系不应该远离艺术作品，而应该更 

深地人乎其内。不过只要稍加思考就会明白，这确实是理当如此。因为 

一首诗的内容不仅仅是个人冲动和经验的表达。只有当这些冲动和经验 

凭借被赋予的特殊审美形式参与到普遍的事物中时，它们才成为艺术问 

题。并不是说诗所表达的必然直接等同于人人所体验的。它的普遍性并 

非众意.（vo lo n t6 de tou s) 131 , 不只是传递别人无法表达的内容而得出的普 1 2 3

[1] 第一个英译本的译者布魯斯 •马约直接把此处的“社会化的力量” （ thcpowerof

socialization) 译 为 “the power of social organization”（社会组织力量）之后注释道：阿多诺所谓的 

“DieMachtderVergesellschaftung”，是指将社会结构组织化、理性化和“社会化”的力量。在社会 

学的意义上，“Vergesellschaftung”指的是历史早期阶段有机的人类群落转变到现代工业社会那种理 

性的、目的导向的（purpose-oriemed)、不够人性化的特征上来。此文的后面有“社会化的社会” 

(vergesellschaftete Gesellschaft) —说，其中的“社会化”亦可作如是观a ---■汉译注

[2] “距离的惆怅” （ Pathos der Distanz / pathos of distance, —译 “距离的悲情”）这一说法 

来自尼釆，他认为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区别是本质上的区别，而不是主人被认为与奴隶本质上有不 

同的地位，此 谓 “距离的惆怅”。此概念后由詹姆斯•胡内克于1913年重新思考，由罗兰•巴尔特 

在 1970年代重新应用。阿多诺在后文及另一篇文章《施特凡•格奥尔格》（Cf. Theodor W.Adomq 

“Stefan George,” in N otes to Litemturet Volume Two, 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79)里都用它分析过格奥尔格的诗作。—— 汉译注

[3] “众意”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概念。卢梭把意志分为四种：一是个别意志 

(volont6 parriculidre) , 二是团体的意志（vo丨ontSdecorps) , 三是众意（volontSdetous) , 四是公意 

(vdomagSn& ale)。其中，“众意”与 “公意《二者概念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前者指所有人的怠志的 

总和，这种意志是众说纷纭、各不相同的：后者则是指这些诸多意志中那些共通的一般性的东西。 

公意的“公”字 即 其 首 要 的 义 项 为 “概括的” “一般的”“普遍的”“通常的”，与 “众”的 

累积、叠加之意有所不同。——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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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性。相反，通过沉浸于个人的形式，通过显示出一些未被扭曲、未被 

把握以及尚未被包含的东西，诗被提升至普遍状态。因此，它预见了一 

种精神状况，在这种状况下，没有什么虚假的普遍性(亦即极端的特殊性) 

能继续给除了它自身以外的东西一 也就是人一~披枷戴锁。诗歌作品所 

希望者，是通过毫无保留的个性化而获得普遍性。然而，诗歌所特有的 

风险在于，其个性化原则从来不能保证会产生出某种约束力和本真'性的 

东西，它无力阻止自己陷入赤裸裸的、支离破碎的存在之中。

然而，诗的内容的普遍性，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只有在诗之孤独 

中听到全人类的声音时，人们才能理解诗在说什么；事实上，甚至诗的 

语言自身的孤独感也是由个人主义的乃至原子化的社会所设定的，正如 

从反面看，它的总体力量取决于自身个性化的程度。职是之故，反思艺 

术作品理所应当，具体探究其社会内容也义不容辞，而仅仅满足于对■某 

种普遍宽泛之物的模糊感觉则大可不必。这种思考进路并不是疏远艺术 

的、表面的反思；相反，它是所有语言作品所要求的。语言作品本身的 

材料亦即概念，并非只是在凝神静观的范围内。为了能够审美地观照， 

也要对概念进行充分思考，而一旦思考被诗歌发动起来，它就不会按照 

诗歌的命令而中止。

但是，这样的思考—— 对诗的社会阐释，就像对所有的艺术作品进 

行的阐释那样—— 不能直接聚焦于作品或其作者所谓的“社会位置”或 

“社会利益”。相反，它必须进行探索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体（das 

作为一个充满矛盾的统一体如何在艺术作品中显现出来？艺术作品是以 

何种方式受到社会制约又以何种方式对它进行超越的？用哲学的术语来 

说，阐释的方法必须是内在的。社会的种种概念不宜从外部运用于作品 

之中，而是要通过对作品本身的严格考量把它们提取出来。歌德在《格 

言和反思》 中说过，你不理解的东西，也就无 

法拥有。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人们与艺术作品的审美关系，而且也适用于 

美孥理论：任何不在作品中、不属于自身形式的东西，都无权决定那些 

已经进入诗歌的内容呈现何种社会意义。当然，要确定这一点，就既需 

要了解艺术作品内部，也需要认识外部社会。但是，这些知识只有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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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沉浸于某事而又重新发现自己时才能派上用场。我们需要特别警惕如 

今被七拉/V扯到让人难以忍受的意识形态概念。因为意识形态不真实， 

是虚假意识，是谎言。它在艺术作品的不成功之处，在其自身的虚假中 

显山露水，是被批评痛斥的对象。伟大的艺术作品，其本质在于塑造 

(G esta ltung)，.且只有通过这种塑造，现实中存在的主要矛盾才有被调和 

的可能。然而，如果背地里说这样的作品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无法公正 

地对待其真理内容（W ahrheitsgehak)，而且也歪曲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 

这一概念并不主张所有的精神都只是为某些人服务，以便将某些特殊价 

值错误地呈现为普遍价值；相反，它打算揭开某种虚假精神的面具，同 

时理解其必然性。不过，艺术作品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它们表达了意 

识形态所掩盖的东西。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它们的成功都是对虛假意 

识的超越。

让我接着你们的疑虑往下说。你们觉得诗是一种与社会相对立的、 

完全个体化的东西。你们坚持认为诗歌应该保持这样的状态：它的表达 

摆脱了现实的重压，唤起了一种生活图景—— 免于主流实践以及功利性 

的强迫，免于一味地自我保护的压力。然而，这种要求，亦即这种对诗 

歌处子之辞（d a s ju n g fra u lich e W o rt) 的要求，本身就是社会性的。它暗示 

着对一种社会境况的抗议，每个人都领受过这种境况—— 敌对、陌生、 

冷漠、压抑，而这种境况反过来又烙印在诗歌作品上：社会境况对诗 

歌作品的压迫越重，作品对它的抵制就越是坚决—— 拒绝向他律俯首称 

臣，只按自己的法则来建构自己。作品与赤裸存在（dasbloB eD asein) 的 

距离成了衡量这个世界虚假与邪恶的尺度。作为对这些境况的抗议，诗 

歌表达了对一个世界的梦想，在这个世界里，事情将会有所不同。诗之

精神对物之强权的特异反应（Idiosynkrasie) 是一种反抗形式---反抗自

现代社会发端以来（亦即自工业革命成为生活的主导力量以来）滋长蔓 

延的世界物化以及商品对人类的统治。里尔克（Rainer M aria R ilke) 的 “拜

物狂”（D in g k u lt) ----如 其 “物诗”（D inggedichte) 中所见---也处在这

种特异反应的魔咒之下，他试图将异物（fte m d e D in g e) 纳入并消解到纯 

粹的主观表达中，以便赋予其异质性（Frem dheit) 形而上学的赞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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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拜物狂”的审美偏好，其故弄玄虛的做法，以及宗教与工艺美术的杂 

揉，同时也揭示了物化的真正威力，它再也不能被诗的光晕（A ura) 镶金 

镀锒并被赋予意义了。

当人们说诗的概念—— 在某种意义上，它对于我们就是第二自 

然—— 是完全现代的观念时，那只是用另一种方式说出了刚才讲到的对" 

诗的社会本质的洞察。类似地，风景画及其“自然”观念在现代才有了自 

觉发展。我知道我有些夸大其词，你们可以举出许多反例。最有说服力 

的应该是萨福（Sappho) 11]。我就不讨论中文、日文和阿拉伯文诗歌了， 

因为我看不懂原文，而且我怀疑翻译已让它们进入了一种适应机制，使 

得充分理解完全不可能了。但是我们熟悉的表达方式，在旧时代特定意 

义上的诗歌精神，却也只是光芒散乱，就像较古老绘画中的背景有时预 

示着风景画的观念一样。它们没有将其确立为一种形式。在文学史上被 

归为诗人的那些远古时期的伟大作家，比如品达（Pindar) H 和阿尔卡埃 

乌斯（Alcaeus) H ，但也包括瓦尔特•冯•德•沃格尔韦德w 的大部分作 

品，都与我们对诗的首要印象相去甚远。他们缺少那种直接性和非物质 

性的特征，而无论对错，我们都已习惯于将其视为诗的标准，只有经过 

严格的教育我们才能越过这些观念。 ' ■

我们可以在历史层面拓宽诗的概念，也可以用它来批评个人主义的 

势力范围，但是我首先要说的是，我们所指的诗越是“纯粹”，就越能见

[ 1 ] 萨 福 前 630-前570>，古希腊抒情诗人，一生写过不少情诗、婚歌、颂神诗， 

铭辞等。著有诗集九卷，大部分已散佚，现仅存一首完篇、三首几近完篇的诗作以及若干残篇，周 

作人早年曾译介她的诗歌。在古希腊文学中被誉为“第十位缪斯”和 “女诗人”。—— '汉译注

P] 品达（nivSopo? ^ 518-前438),古希腊抒情诗人，被后世学者认为居九大抒情诗人之首• 

当时，希腊盛行体育竞技，竞技活动又和敬神的节日结合在一起，品达在诗中歌颂奥林匹克运动会及 

其他泛希腊运动会上的竞技胜利者和他们的城邦.他写过十七卷诗，只传下四卷，一一汉译注

PJ 密提林的阿尔卡埃乌斯（AXkcSô  6 MxmXqvatô ， Alcaeus of Mytilenc* 前 620—?)，古希腊抒 

情诗人，被归人九大抒情诗人之列，和萨福一样来自莱斯博斯岛并与她相识，据说是她的爱人。发明 

了 Alcaic S_  (—种诗歌体式)，主要作品是爱情歌曲、酒歌和对神的赞美诗。—— 汉译注

[4J 瓦尔特•冯•德•沃格尔韦德 （ Walther wn der Vogelwdde, 1170-1230),德语恋歌作家， 

用中古髙地德语创作并演唱情肷和政治歌曲，是歌德以前最伟大的德国抒情诗人。其上百首情歌被 

认为是中世纪德国恋歌的淑峰之作，为宫廷爱情的传统注入了新的活力。——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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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内在的断裂因素。诗中发出声音的“我”，将自身定义和表达为集 

体和客观性的对立面；诗中之“我”并没有突然与它的表达所指向的自 

然合为一体。可以说，它已经失去了这种自然，因而试图通过生气灌注 

(Beseelung) 和沉浸于“我”而使其魂兮归来。自然因人类统治而被夺走 

的权利，只有通过人性化才能恢复。即使是那些既无任何常规的和具体 

的存在之痕迹，也无粗野的物质性（kru d e S to fflich ke it) 凸显其中的诗歌 

作品，它们被我们的语言奉为至高境界，其威望也要归功于一种力量， 

“我”通过这种力量摆脱了异化，唤醒了自然的意象。它们的纯主观性以 

及看似天衣无缝、融洽和谐的一面，却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即对与主体

相斥之存在 （ das subjektfremde D a s e in )的痛与爱^ 的确，诗歌作品的

和谐实际上不过是这种痛和爱的相互协调。在歌德的《流浪者的夜歌》 

(W&nderersiV achtZ i'eci) 中，“等着吧，稍后 / 你也将要安息”（W artenu^ 

balde / ruh es t d u auch) 这句诗甚至就有一种慰藉之态：它的深邃之美离不 

开它所隐含的信息：一个拒绝安宁的世界意象。只有这首诗的音调同它 

的悲情产生共鸣时，诗歌才坚持安宁依然存在。人们几乎想用“唉，我已 

倦于扰攘和奔波” 111这句诗—— 出自另一首同名的姊妹篇诗作121—— 来理 

解 《流浪者的夜歌》。当然，后一首诗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并没有指明异化 

与不安之事，诗中客体之不安也没有与主体对立：相反，是主体自身的 

不安在诗中震颜。被允诺的第二种直接性（zw e iteU nm itte lbarke it) 是：人 

性亦即语言本身似乎又一次开始创世，而一切外在的事物都在灵魂的回 

响中渐行渐远。然而，这不仅仅是一种幻觉，而就是全部真相，因为通 

过语言表达的那种偃意的疲倦，渴望的，甚至是死亡的阴影，仍然笼罩

[1] 此处的德语原文是：“Ach,ichbindeST« ibenSmfide”，釆用了梁宗岱之译。参见黄建华编： 

《梁宗岱译作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 112页。一 汉译注

[2] 这两首同题的诗，并不是相连贯的。第一首诗作于1776年 2月 12日之夕，经一度家庭口 

角之后。诗成，歌德立即寄给他一生最倚重的女友石坦安夫人。第二首是1783年 9月 3 日夜里，用 

铅笔写在伊门脑林巅一间猎屋的板壁上。1831年 8月 2 6日，歌德快82岁了，距他的死期仅数月， 

他一鼓作气直登伊门脑旧游处，重见他38年前写下的诗句，不禁潸然泪下，反复沉吟道：“等着罢： 

俄顷，你也要安静。”—— 以上采用了梁宗仿译者注中的文字，参见莎士比亚等：《一切的峰顶》，梁 

宗岱译，刘志侠校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 133页，一一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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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抚慰（VersShnung) 之上。在 “稍后”这句诗中，整个生命，带着忧伤 

的神秘微笑，浓缩成了一个人人睡前的短暂时刻。安宁的音调也证明了 

一个事实：如果没有梦之破灭，安宁就无法实现。阴影无力控制生命的 

形象回归它自己，但作为对生命变形的最后提醒，它在轻盈的歌谣之下 

让梦具有了沉重的深度。面对安息的自然，面对与人类相关的一切痕迹 

都已被抹去的自然，主体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不知不觉中，无声无 

息地，讽刺轻触了这首诗的慰藉之处：长眠不醒之前的几秒钟，正是将 

我们短暂的生与死分开的那几秒钟。在歌德之后，这种高雅的讽刺就降 

低成一种恶意的饥讽。但它始终是资产阶级的：被解放主体（das be fre ite  

Subjekt) 之地位提升的阴影是主体退化为可交换之物，退化为仅为他物存 

在的东西，退化为我们对个性的询问：“听着，你究竟是谁?”然而，“夜 

歌”的本真性在于它所处的那个时刻：破坏性力量的背景把它排除在游戏 

之外，而破坏性力量对于抚慰的平和之力（gewaldoseM acht) 却无能为力。 

人们常说，一首完美的诗必须具有总体性或普遍性，必须在局部中呈现 

整体，在有限内揭示无限。如果这种说法不再仅仅是一种美学的陈词滥 

调一象征的概念往往被当成了灵丹妙药一 这就意味着在每首诗中，主 

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的历史关系都必定是在主体精神回归自身的媒介 

中沉淀析出。诗歌越是避开“我”与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就越是不由自 

主地在诗中结晶，而这一沉淀的过程也就越是完美。

你们可能会指责我说，我因为害怕粗糙的唯社会学论（Soziologism us), 

所以在上述界定中把诗和社会的关系升华得如此之高，以至于它实际上 

—无所有；正是诗中的非社会性如今成了社会性所在。你们可能会让我 

想起古斯塔夫•多雷111讽刺漫画中的极端反对派议员，他在赞颂“旧制 

度” 121时高喊道：“先生们，1789年的大革命除了路易十六，我们还能感 

谢谁呢?”你们可以把这个说法应用到我对诗与社会的看法中。你们可

[ 1 ]  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f, 1832-1883), 19世纪法国著名版画家、雕刻家和插图作 

家，为 《圣经》以及拉伯S 、巴尔扎克、但丁、弥尔顿、塞万提斯等作家的作品画了很多插图。——  

汉译注

[ 2 ]  这里的“旧制度”（andmrigime) 是指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政治和社会制度。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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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在我看来，社会扮演的角色是那个被处死的国王，而诗则扮演他 

的对手；但是你们说,诗很少能从社会角度来解释，正如革命的成就不 

能归功于那个被革掉了命的君主，而假如他不是愚不可及，革命可能就 

不会在那时爆发。多雷画的议员是否真的如这个摱画家所嘲弄的那样， 

只是一个愚蠢的、玩世不恭的宣传能手，还是说他无意中开的玩笑比常 

识所承认的更有道理，这个问题还未可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或许能为 

他做出很多辩护。然而，这种比较并不十分恰当。诗是不能从社会中推 

演出来的；诗的社会内容恰恰是从诗中自发形成，而并非简单产生于当 

时既定的社会状况。但是哲学（依然是黑格尔的哲学）所熟悉的思辨命 

题是，个别通过普遍来体现，反之亦然。这意味着，即便是对社会压力 

的抵抗也不是绝对的个人行为；而是客观的力量在个人之中通过个体及 

其自发性，以艺术的方式川流涌动，这些力量促使一个已经收紧和正在 

收紧的社会状况超越自身，走向一个人道的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力量 

是整体构成的一部分，而绝不仅仅是盲目地反对社会的僵化的个体性 

力量。如果诗的内涵确实因为其主观性而被视为一种更客观的东西——  

否则，人们就无法解释诗能够成为一种艺术类型这一最简单的事实，即 

它除了是诗人的独白，还能对人们产生影响—— 那么，这仅仅是因为诗 

歌艺术作品返回自我、沉人自我、远离社会表层的过程都是由社会所激 

发的，这一点连作者都未察觉。而这一过程的媒介则是语言。诗歌作品 

特有的悖论，即主观变客观，与语言形式在诗中的优先性息息相关；而 

语言在整 个 文 学 （即便是在小说等叙事作品[Prosa]形式）中的首要地 

位就来自这种优先性。因为语言本身是双重的。语言通过其词句组合 

(K o n fig u ra tio n e n) 将主观感受尽数纳人怀中；是的，几乎没有遗漏，以 

至人们可以认为是语言最开始产生了这些感受。但与此同时，语言仍然 

是概念与思想的媒介，仍然与一般事物和社会现实发生着不可避免的关 

系。因此，最高明的诗歌作品，乃是主体在语言中发声，毫无纯粹物质 

的痕迹，直到语言自身的声音被人听到。主体把自己托付给作为客体的 

语言，他的这种坐忘状态（Selbstvergessenheit) 与他在表达上的冲口而出 

(U n m itte lb a rk e it) 和不由自主完全是一回事：因此，语言在人的内心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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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处把诗与社会关联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当诗不跟着社会人云亦云, 

不试图传达任何东西，而是言说主体（成功表达自己的主体）与语言本 

身及其内在趋向融为一体时，最深刻的社会性才从诗中显示出来的原因 

所在。

然而，另一方面，语言也不像一些当下流行的本体论语言学主张的 

那样，被绝对化为与诗歌主体相对立的存在之声。相对于客观内容的纯粹 

含义，主体的表达对于到达语言的客观性层面是必不可少的；主体不是加 

在语言客观性内容上的配料，也不是外在于这一语言客观性的东西。主体 

沉浸在语言中的这一坐忘时刻，并非主体向存在的献祭。这不是暴力的时 

刻，也不是对主体施暴的时刻，而是和解的时刻：只有当语言不再作为主 

体的异己之物，而是作为主体自己的声音来说话时，语言自身才能言说。

“我”在语言中忘却自己之日，也正是“我”完全在场之时；倘非如此， 

语言作为一种奉祭神灵的咒语（Abrakadabm) [1]就会像在日常交际话语中 

那样屈从于物化。而这一点又将我们带回到个人与社会的真实关系中。 

不仅仅是个体因社会而在，也不仅仅是个体内容总是社会性的。恰恰相 

反，社会的形成与持续存在也只依赖于种种个体，社会正是诸个体的缩 

影。主体与客体不是僵化的、孤立的两极，它们只有在相互作用与相互改 

变的过程中才能被确定一 这一真理曾被伟大的哲学明确阐述，如今却遭 

受科学逻辑的鄙弃。诗是对这一辩证哲学命题的审美检验。在诗中，通 

过与语言认同，主体既否定了自身与社会那纯粹单子论式的矛盾，也否 

定了他在一个完全社会化的社会（ vergesellschaftete Gesellschaft) 中的单一 

作用。但是社会对主体的支配程度越高，诗的处境也就越是艰难。波德 

莱尔的作品首次记录下了这一情形，作为欧洲厌世情绪（Weltschmerz) 121

[1】 “•AbraĴ dabra” 一词据说是由希伯来语三个词组成的咒语，意思是■•我将在我说话时创 

造”。—— 汉译注

[2] “Wdtschmcrz”是德国作家让•保尔（Jean Paû  V763-1825)在1827年出版的小说Sei'na 

中自创的一个词，Welt意为世界，Schmetz意为疼痛.痛苦，在小说中该词指涉拜伦，意为对一个 

匿乏的、不完美的世界感到深深的悲伤。英译有出e {>ain of the world, world grief， world weariness等。 

从美学上来说，它源自浪漫主义，指的是浪漫主义的诗人洞悉了现实世界对主体与自由的摧残，却 

无力适应或改变这样的世界，由此产生出一种忧郁的、消极的普遍情绪。——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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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终极硕果，他的作品并没有止步于个人的苦难，而是千脆指责现代性 

本身就在不折不扣地反诗意（A ntilyrische) ,并借助大无畏的风格化语言， 

从中迸发出诗意的火花。即使在波德莱尔那里， 一 种绝望的音符已进入 

人们耳际，它在自身悖论的顶端勉勉强强维持着平衡。当诗歌语言和交 

际语言的矛盾达到顶点时，所有的诗就成了孤注一掷的赌博游戏（va- 

banque-S p ie l) W '这并非像文化庸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诗变得不可理解 

了，而是因为诗歌语言作为一种被创造出来的艺术语言，它在获得纯粹 

的自我意识时，在追求一种不用考虑交流用途的绝对客观性时，不仅会 

摆脱精神和现行语言的客观性，而且还会用诗性活动取代一种陈旧的语 

言。在后来式微的诗歌中，诗化的、拔高的与主观暴力的特点，是诗歌 

企图保持自己不难看、没污点与很客观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它的虚假光 

芒是对已被祛魅世界的补充，而诗则从这一世界中摆脱了出来。

当然，为避免误解，我所说的一切都需要加以限定。我的观点是， 

诗歌作品一直是一种社会对立情绪的主观表达。但因为产生诗的客观世 

界本来就是一个充满对立的世界，语言又赋予了这一主观性以客观性， 

所以，诗的概念也就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主观性的表达。不仅仅是诗歌 

主体对自我的表达越是充分，他对整体的体现就越是有效；而是说，诗 

意的主观'性归功于自己的特权：在艰难谋生的压力之下，只有极少数人 

可以通过沉浸自我而抓住普遍性，或者说，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真正发展 

成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独立主体。而其他人，他们不仅与那个局促不安 

的诗歌主体格格不人，仿佛他们只是客体，而且从最直白的意义上讲已 

经沦为历史的客体，这些人有同样甚至更多的权利去琢磨那些苦难与梦 

想交织在一起的声音。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侵犯，尽 

管其表现形式是那么污浊、残缺、破碎和断裂—— 对这些必须承受重负 

的人来说，这也是唯一可能的形式。集体的潜流是所有个体诗的基础。 

如果这真的意味着整体，而不只是那些有条件文雅者对特权、优雅和教 1

[1] Va banque或 Vabanquc是一个赌博术语，来自丨8—19世纪流行的法罗 （ Pharo or Faro) 纸 

牌游戏。游戏中玩家下的赌注等于游戏里“银行”中的当前金额。而Vabanque是一种0 险的选择， 

玩家押上了所有赌注，要么失去一切，要么获得翻倍.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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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表达时，那么从本质上看，参与这股潜流也是个体诗实质的一部 

分：正是这股潜流使语言成为媒介，在这种媒介中，主体变得不仅仅是 

一个主体。浪漫主义与民歌的联系只是最为明显但肯定不是最令人信服 

的例子。因为浪漫主义按部就班地彳夺集体之血注人个人身上，于是，个 

体诗容易在技巧上沉迷于普遍效用的幻觉，而不是来自诗歌本身自发形 

成的普遍效用。相比之下，那些拒绝从集体语言借用分毫的诗人，往往 

会凭借其历史经验参与到集体的潜流中。让我再一次提及波德莱尔，他 

的诗不仅是对中庸之道（juste m ilieu) 的打脸，也是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 

同情心的棒喝。而在其《巴黎风貌》（ra b te m xP a A iM s) 的诗集中，像 

《小老太婆》（P erifesvid/fes) 或有关宅心仁厚的女仆的诗，比任何“穷人 

诗”（Armeleutepoesie) 都更忠实于他戴着悲傲面具（ttagisch-hochm iitige 

Maske)所面对的普罗大众。今天，当个人表达—— 此为诗歌概念的前提， 

亦是我的理论起点—— 似已在个体的危机中被彻底动摇时，诗的集体'注 

潜流却在四面八方向上翻滚：起初它仅仅是个人表达的催化剂，后来或 

许还被当作一种积极超越纯粹个体境况的期待。如果那些译诗可信，男P 

么加西亚•洛尔迦™这个被佛朗哥的爪牙谋杀且任何极权主义政权都不会 

容忍的人，就是这种力量的传承者；而布莱希特的名字也会以诗人之名 

出现在我们脑海里，他的语言完美无疵，却不必为此付出秘奥难懂这种 

代价。我会悬置对诗歌个性化原则的判断，即这里它确实是被扬弃到了 

一个更高的水平，还是说自我的衰弱才是退化原因。当代诗歌的集体怡£ 

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方言—— 它是尚未完全被个性化的、最广义上属于 

前资产阶级社会状况的语言和心灵遗存。然而，传统诗歌，作为对布尔 

乔亚观念（Biirgeriichkek) 最严厉的美学否定，却至今仍与资产阶级社会 

捆绑在一起。

[ 1 1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 Federico Garda Lorca) 1898-1936), 西班牙诗人，他把诗与 

西班牙民间歌瑶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诗体：节奏优美哀婉，形式多样，词句形 

象，想象力丰富，民间色彩浓郁，易于吟唱，同时又显示出超凡的诗艺。主要作品有《深歌集》《吉 

卜赛人谣曲集》《诗人在纽约》《塔马里特波斯诗集》等。1936年8月，他被以弗朗西斯科. f ?朗哥 

为领袖的右翼党派逮捕并枪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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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只考虑一般原则还不够，所以我想用几首诗来具体说明诗歌主 

体—— 他总是代表着更为普遍的集体主体—— 与作为其反题的社会现实 

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任何语言作品甚至是纯诗（pofeie pure) 都无法 

完全脱离开题材要素，而这些题材要素需要被充分阐释，正如所谓的形 

式要素也要被阐释一样。强调这两者如何相互渗透尤为重要，因为只有 

通过这种相互渗透，诗才能真正在其限度内捕捉到特定的历史时刻。但 

是，我不想选歌德那样的诗，那些诗的一些面向我有所评论，但没有分 

析；我要选择的是后来的、不像那首《夜歌》一样具有绝对本真性的诗 

歌。诚然，我将要谈到的两首诗都内含集体性的潜流。但我要特别请你 

们注意，这两首诗中社会基本矛盾状况的不同层面是如何以诗歌主体为 

媒介表现出.来的。请允许我重申，我们不关心诗人的个人问题，不关心 

他的心理或他所谓的社会耷场，我们关注的是诗歌本身作为历史哲学日 

晏 （gesch ich tsph ilosoph ischeS onnenuhr) 方面的问题。

让我先为大家朗读一首爱德华•默里克1n 的诗《行旅中》 ei ner 

W anderung) ：

我来到一个亲切的小镇上，

街中泛着红色霞光，

透进敞开的窗牖，

越过最丰美的花丛，

有人听见金色钟鸣盘旋， '

和着夜莺合唱般的一声， .

须臾，万花轻颤，

须臾，和风光鲜， 1

[1] 爱 德 华 •默 里 克 （EduatdMiirike，18〇4_1875),德国诗人、小说家。1834年至1843年在 

克莱文舒尔茨巴赫（Cleversulzbach, 德国巴符州科赫尔河畔的一个小城）担任牧师，后来由于“健 

康状况长期不佳”而提前退休。代表作有小说《画家诺尔顿》《莫扎特在去布拉格的路上》 I 最有艺 

术造诣的当属其抒情诗，情感细腻，缥渺婉约，许多诗作被谱曲传唱。——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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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臾，玫瑰绽出更艳丽的红。

惊叹着伫立良久，被幸福摄住神魂，

而如何走出城门，

我已全然不晓，

啊，这里的世界多么眩耀！

天空在紫红色旋涡里汹涌，

身后小镇氤氲着金色暮霭，

赤杨之河作何样喁喁，林下磨坊发那般啸动！

如醉如痴，我步入迷途——

缪斯啊，你振我灵府，

以爱之呢哝！

从诗歌中涌现的，是一幅应许着幸福的图景，这个南德小镇仍会 

适逢良日地将这幸福赐予其嘉宾，但诗歌并没有向那种伪抒情叙事诗 

(Butzenscheibenhafte) w 或小镇田园诗（Kleinstadtidylle) 做出丝毫让步。 

这首诗表达了一个小天地里的温暖和安全感，但它同时也是一首风格崇 

高之作—— 既未受到闲适与安逸的破坏，也未多愁善感地赞美大世界映 

衬下的小天地，更无囿于个人一角的小确幸。稚拙的故事和语言，皆精 

妙地把那近在咫尺和远在天边的乌托邦缔合如一。在诗歌的讲述中，小 

镇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风景，而非一处令人流连的所在。伴着少女的歌 

声，强烈的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不仅如此，还有聆听着这一合奏的整个 

自然的恢宏，早就在这有限的舞台之外显现出来，在那广袤的、紫红色 1

[1] “Butzenscheibenhaftc”意为“牛眼玻璃样的rButzenscheibeiT原指一种牛眼形玻璃，中 

间有一个隆起，被用于组装窗户。它最早可追溯到13世纪末，在 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进程中再次流 

行•而由 “Buttenschciben” 和 “诗”（Lyrik) 组成的词 “Butzenscheibenlyrik”，指出现在 19 世纪下 

半叶伪浪漤主义的、感伤的、历史化的歌曲、民谣和诗词作品，其作者往往以骑士文化或德意志帝 

国荣熥为主题，使用拉丁语或中古高地德语词汇及修辞等表达形式。1884年，德国诗人保罗•海 

塞 （PaulHcyse) 创造了 “Butzenscheibenlyrik”这个贬义词来讽刺这类作品。这里阿多诺可能同样 

借相似构词来讽刺类似的诗作，后文亦有使用“odenhaft”的构词来指代一种颂诗的风格。——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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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霞翻涌的天穹下，其间金色的小镇和奔流的树河在意象（im ago) 中交 

汇。在语言上，这仰赖一种精妙到木可揣度、几乎把捉不住的古希腊意 

味 的 （m tife )、颂 诗 般 （odenhaft) 的要素。仿佛渺远地，那自由的韵律 

把无韵的希腊诗行召至目前，正如第一节末行中激情（Pathos) 的耸然而 

至—— 造成这一效果的，却是最谨慎的词序调换：“须臾，玫瑰绽出更艳 

丽的红。” W全诗末尾的单词“缪斯”（Muse) 可谓至关重要。它似乎是被 

德国古典主义最为滥用的语词之一，如今被赐给了这亲切小镇的守护神 

(genius lo c i) , 却好像再次焕发光彩，真似沐浴在夕阳余晖之下，并且它 

作为已消失的一切，好像又有了无比强大的狂喜的力量。否则，若用现 

代的陈言习语召唤缪斯女神，就会显得没着没落，笨拙滑稽，是无法拥 

有这种力量的。相较于其他特征，这首诗的灵机或许在如下这点体现得 

更为完美：诗人在关键之处选择了最令人反感的词，用潜隐的希腊文风 

小心经营，正如一节音乐的终曲（Abgesang) 消融了整体急迫的流动。这 

首诗用最简短的篇幅，成功做到了德国史诗往往白费力气之事—— 即便 

像 歌 德 《赫尔曼和多罗泰》C fJerm annundD ororfiea) 这样的皇皇巨制。

像这样成功的社会阐释针对的是诗中所显示的历史经验阶段。德 

国古典主义曾以“人性”（H um an ita t) 即人类的普遍性为名，试图为主 

观情感免除偶然性之累，这种偶然性在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直来 

直去而完全被市场中介的社会里威胁着主观情感。它像黑格尔哲学所做 

的那样力求主观客观化，并试图通过精神上、理 念 （Idee) 上的和解来 

克服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然而，这些矛盾在现实中的持续存在，让 

精神的解决方案出现了妥协：面对一种无意义的生活，面对在利益纷争 

中苦心经营的生活，面对如艺术经验展现的那样了无诗意、平铺直叙的 

生 活 （das prosaische Leben) ; 然后再面对一个个人命运按照盲目的法则 

运行的世界，如果艺术的形式是为成功人士代言，那么，艺术就成了空 

话。因此，古典主义展望的人类概念退回到私人的、个体的存在及其意 

象之中；只有在那里，人性似乎才显得安全。作为整体且能自我决断的

[ 1 ] 这句诗的原文是 ： DaB in h6herem Rot die Rosen leuchten vor.-------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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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观念，必然被资产阶级弃之不顾，在政治上如此，在审美形式上也 

是如此。正是固守于个人局限性—— 这本身就是服从于一种强迫，•安逸 

和闲适这样的理想才会变得如此可疑。意义本身与人之幸福的偶然性相 

连；个人幸福仿佛僭越般地被赋予了一种尊严，而这种尊严只有与整体 

的幸福关联在一起时才能达到。然而，默里克诗才的社会力量在于， 

他将两种经验—— 古典主义的崇高风格和浪漫主义的私人小像（private 

M in ia tur) —— 结合在一起，且在此过程中，他以无与伦比的机巧（T a kt) 

认识到这两种可能性的局限，并使之相互平衡。他所表达的情感并没有 

超越他此刻真正可以填满的东西。他的作品广为援引的有机性，可能就 

是这种历史哲学的机巧，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德语诗人能与之比肩 

而立。心理学家们报告的默里克的所谓病态特征，以及他晚期创作的枯 

竭，都是他极深刻理解“何为可能”所形成的消极面向。这个克莱文舒尔 

茨巴赫身患忧郁症的牧师—— 他被我们视为素朴艺术家（nake K iin sd e r)

之-----所作的诗歌，是那些“为艺术而艺术”（l’a rtp o u rl’art) 的大师

们都难以超越的精妙篇章。无论是崇高风格的空洞和意识形态的种种面 

向，还是毕德麦雅时期l 2 * *M 他的大部分诗歌都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平庸、 

小资产阶级的沉闷、对总体的蒙蔽，他都了然于胸。他再一次被激励着 

去创造了那些意象，它们既未显露于古典帷幕或乡宴光景（Stammrisch) 

的画面中，也没出现在雄性十足或啧啧赞叹的声音里。默里克仿佛走在狭 

窄的山脊上，一面是残存的崇高风格逐渐消失，化作记忆的回响；一面是 

眼前生活的迹象，当它们实际上已被历史发展趋势谴责时承诺的东西才能 

兑现。两者只有在行将消失之时，才向行旅中的诗人遥遥致意。在工业社 

会的上升时期，默里克就已经参与到诗的这一悖论中。后来所有伟大诗人

[ 1 ]  毕徳麦雅时期（Bicdomdeperiod) 是指德意志邦联诸国在1犯5年至I848年的历史时期， 

现则多用指文化史上的中产阶级艺术时期。在政治背景方面，18世纪末历经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 

和京破仑战争后帝国的瓦解，保守主义的复辟政权当道。执政者为避免自由思想再度盛行，鼓励人 

民纵情声乐。然而，同一时期，另~波相对立的政治运动也酝酿已久。'— 汉译注

[2] “Stammrisch” 通常指很多德国饭馆经常为一圈常客聚会而保留的桌子，也常指围務桌子

共同吃喝聊天的一群人。英译为“local color” (地方特色)或“homdy table scenes” (家常發桌场景)。----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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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决方案都和他当初的解决方案一样悬而未决和脆弱不堪，甚至是那些 

看似与他隔着一道鸿沟的诗人"一 比如波德莱尔（克洛代尔w认为他的风 

格是拉辛体和彼时记者体的混合物h 在工业社会中，一种自我修复的直 

接性的诗歌观念—— 只要它不去召唤一种软弱且浪漫的过去—— 就会愈加 

华光乍显，就会让诗歌的“可能性”超越其自身的“不可能'

现在我要讨论的施特凡•格奥尔格H 的短诗来自这个发展过程中的 

更晚阶段，此为组诗《第七个环》中的著名歌曲之一，出自极其凝练的 

—环。 相比其轻盈的节奏，这一环诗歌的内容过于沉重，完全没有“青 

年风格派” w 的修饰。伟大的作曲家安东•冯•韦伯恩151把这些名篇谱成

[1] 这里应该是指保罗•克洛代尔 （ Paul Claudel 1868-1955),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戏剧的后 

期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戏剧《金头》《城市》《少女薇奥兰》等。一 汉译注

[2] 指施特凡 •安东 •格奥尔格 （ Stefan Anton George, 1868-1933), 德国20世纪初叶最重要 

的诗人之一。面对德国古典主义文学逐渐没落而自然主义日益兴盛的现状，他并未放弃自己的艺术 

追求，而是坚持纯艺术的理想，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理念。他积极向法国象征主义大师马 

拉美、魏尔伦取经学习，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开启了德国唯美主义文学时代，也因此 

被称为19世纪末德国诗歌复兴的大师。其主要诗集有《颂歌》《朝圣》《心灵之年》《第七个环》《同 

盟之星》《新帝国》等。—— 汉译注

[3] 《第七个环》 是格奥尔格于1907年出版的一本周期性诗集，它标志着格 

奥尔格从早期的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创作原则转向了在超验美学影响下的宗教、生活改革和时间批 

判的抒情诗创作。该系列由七个圆圈或环组成：时间诗、形状、潮汐、马克西敏（Maximin)、梦之 

暗、歌曲、平面。围绕着第四环“马克西敏”形成同心圆组合，每组诗歌的数量是七的倍数。阿多 

诺此处节选的短诗来自第六环《歌曲》（Lieder)中的《歌曲I-VI》（liederl-V lh —共六个小节。一  

汉译注

[4] 德国的“青年风格派” Ougendstil, 亦译为“青春艺术风格”）是从“新艺术运动”（参 

见第177页注释 [ 1 ] )中发展出来的设计运动。当时慕尼黑的年轻艺术家们根据艺术杂志《青年》 

将其命名为“青年风格”。其基本宗旨在于反对普鲁士建国时期的学院派精神，打破因袭传统的格 

式 „—— 汉译注

[5} 安东 •冯 •韦伯恩 （ Anton von Webern, 1883-1945),奥地利作曲家，新维也纳乐派代表 

人物之一。1904年起师从勋伯格，与勋伯格、贝尔格组成新维也纳乐派（或称第二维也纳乐派)。 

早期创作风格受古斯塔夫•马勒等晚期浪漫主义作曲家的影响，总体上属于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第 

二阶段在其老师勋伯格的影响下创作了大量无调式音乐，作品的规模越来越小，在配器上则简洁到 

极致，同时，他开始使用音色序列法，即音色组合在不停地变换中，一^音色组合一般只持续一两 

秒。后期，韦伯恩还进行了点描主义音乐的尝试。点描主义音乐首次将无声视为一种音响，具有与 

有声相同的地位。他被后现代音乐大师们冠以后现代音乐“启示录”的桂冠。其代表作品有《 O p l  

交响曲》。——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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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才第一次将其无畏的勇气从“格奥尔格圈”111那种卑劣的文化保守主 

义中抢夺出来。在格奥尔格那里，意识形态和社会内容截然不同。这首 

诗写道：

在微微和风中，

我的询问 

只是白曰梦。

只有微笑 

是你的馈赠。

在潮湿的夜里 

一束光被燃起一  

此时五月催迫 

此时我必须 

为你的明眸与青丝 

曰复一曰 

活在渴望中。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崇高的风格。对近在咫尺的事物的喜悦，默里 

克早些时候的诗仍有触及，这里已不容存在。它被尼采式的“距离的惆 

怅”驱散了，而格奥尔格自认为是这种风格的后裔。P1他和默里克之间横 

亘着骇人的浪漫主义残余，田园诗的残余已过时得无可救药，并且已沦 

为一种“心灵鸡汤”（Herzenswarmer)。虽然格奥尔格的诗歌（一个傲慢 1

[ 1 ]  格奥尔格圈（ the George drdc) 形成于1891年，到1»3年格奥尔格本人去世结朿。其成 

员主要来自德国，也有奥地利、荷兰、波兰，比利时等国的诗人、作家，学者等，加起来总共超过 

百人„他们认同并追随格奥尔格，自愿组成了共同体，格奥尔格181核心刊物《艺术之页》（Mtoer/fir 

cfcJCu脱 )，创刊于1892年，其出版物的装帧反映了典型的德国青年风格（Jugmfail)。《艺术之页》 

创刊号宣称，它不欢迎任何国家，社会因素，只服务于诗歌和写作等纯艺术。它脱离了当时德国文 

坛的自然主义，彰显的是来自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在剖作上精雕细刻，追求形式的完美-—— ?又 

译注

[2 ]  格奥尔格深受尼采的影响，他将自己视为尼采继承者的阐述在第一环《时间诗》中就已经 

非常明确，他还将尼采与基督相提并论，认为他是"在孤迪的痛苦中呼喊的救赎主' ——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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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作品）是以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和自主性个体作为它的先决条件 

的，但它对公认形式的资产阶级元素的诅咒丝毫不亚于资产阶级内容。 

然而，由于这首诗只能从它所拒绝（不仅是先验地、默默地拒绝，而且 

是明确地 J巨绝）的资产阶级的总体框架而不能从任何其他框架出发去完 

成表达，所以它一开始就遇阻受挫：它主动而任性地捏造了一种封建的 

状态。从社会方面看，这一点隐藏在陈词滥调所说的格奥尔格的贵族姿 

态背后。111这种姿态并不会激怒那些不懂把玩这些诗歌的资产阶级市民， 

相反，尽管它表现得如此反社会，却还是这种社会辩证法的产物—— 这 

—辩证法否认诗歌主体与现存事物及其形式世界（Fonnenwek) 的一致 

性，但主体仍然在最核心处与现存事物歃血盟誓：除了一个过去的、内 

部稳定自治的封建领主式社会（herrschaftlicheG esellschaft)，没有哪个地 

方能让主体畅所欲言 i 贵族的理想正是借此产生，它规定了诗歌中每一 

个词语、意象和声音的选择；而其形式则难以确定，它似已进入了语言 

的构型中，呈现出一种中世纪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诗和格奥 

尔格的其他诗一样，确实是新浪漫主义的（neurotnantisch)。但是，被唤 

起的不是真实的事物，也不是声音，而是一种灵魂的沉沦状态。这一理 

想在艺术上的被迫潜伏，所有粗劣的古风古语（Archaism us) 的缺席，使 

这首歌曲超越了它所呈现的绝望的虛构；它几乎不会让自己与宫廷恋歌 

的墙面装饰诗（W andschm uck-Poesie) 和中世纪冒险故事相混淆，也不会 

被错认为现代诗歌的工具宝库（Requisitenschatz) ; 这首诗的风格化原则 

(S tilis a tio n s p rin z ip) 使它不至于因循守旧。诗中几乎没有空间能有机调和 

冲突因素，正如格奥尔格时代的现实没有空间来平息争端一样；只有通 

过选择，通过省略，它们才能得到解决。但凡那些近在咫尺的事物，也

[ 1 ] 阿多诺在另一篇专门评论格奥尔格的文章《施特凡•格奥尔格》中表示，格奥尔格的贵 

族是一种尴尬的、“自封”的贵族，出自他1892年的早期诗作《阿迦巴尔》d b a / )中关于晚期罗 

马皇帝的一些诗句。阿多诺认为此类诗句并不是证明格奥尔格在血统和趣味上隶属于贵族，而是一 

种彰显风格的作者意志，具化为格奥尔格深奥、自恋的写作风格，格奥尔格的诗是拒绝大众、屈于 

少数人的诗。阿多诺进一步认为，这种写作风格和意志聚集了早期的格奥尔格圈子，甚至建立了一 

个绝对精英组织的“秘密德国”，但在弗洛伊德式学说里，这却成为大众心理学中的政治性领袖气 

质。——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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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通常所说的具体的、直接的经验，要想找到完全进人格奥尔格诗歌 

的入口，只有付出变成神话（M ythologisierung) 的代价：没有什么可以保 

持原样。因此，在 《第七个环》的一个场景中，采摘浆果的孩子仿佛被 

一根魔杖施以魔法的暴力，悄无声息地变成了一个童话式的孩子。W 这首 

歌曲的和音被逼到了不协和（Dissonanz) 的极致：不协和是建立在瓦雷 

里所说的“拒绝”（refus) 之上，建立在坚定地放弃所有那些让诗歌传统 

误以为能拥有事物光晕的东西之上。这种方法只保留了诗本身残余的原 

型、纯粹的形式观念和模式，还有，当它们去除了所有的偶然便再  

一次以饱满的表达来言说一切。在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崇高风格（此种 

诗歌从它之中论战性地挣脱出来）无法诉诸任何传统，尤其是古典主义的 

遗产。崇高风格的实现，不是通过修辞手法和韵律做做样子，而是依靠 

禁欲苦行般的省略—— 省略任何会靠近被商业玷污了的语言的东西。为 

了让主体真正在孤独中抵制物化，他甚至不能退回自我，就像不能退回 

到所有制（Eigentum) —样；某种个人主义的痕迹令人害怕，它现在已经 

以文艺专栏（Feuilktcm) 的形式把自己交付给了市场，因此主体必须以 

自我沉默的方式来走出自身；也就是说，他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承载纯 

粹语言观念的容器。格奥尔格最伟大的诗歌就是为了拯救这种语言。经 

过罗曼语尤其是经过诗的极度简化—— 魏尔伦（PaulVeriaine) 借此将诗 

转化为最有辨识度的工具121—-的塑造之后，格奥尔格（马拉美的这位德 

国学生）的耳朵听他自己的语言就像听外语一样。他克服了自己语言在 

使用过程中的异化—— 通过夸大这种异化，直到异化成一种实际上已不 

再被说的语言、一种想象的语言，在这种想象的语言构成中，他觉察到 

了有可能发生但从未发生过的东西。这四行诗“此时我必须/ 为你的明 

眸与青丝/ 日复一日/ 活在渴望中” 131,我认为这是有史以来德语诗中最

[1】 出自《第七个环》的第五环《梦之暗》的 《风景II》（Landschaftn)。—— 汉译注

[ 2 ]此处可能是指魏尔伦《诗艺》中所提出的奇数乐音、联觉式等模糊感性的作诗原则。——  

汉译注

[3】 这四句诗的德语原文是：Nun muss ich gar / Um dein aug und haar /  AJQe tage /  In  sehnen 

Ieb en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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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人的诗句之一。它像是一个引语，但不是来自另一位诗人，而是来自 

德语不可挽回的错失之物：这些诗句本该通过中世纪的德语宫廷抒情诗 

(M innesang) 而获得成功，如果后者本身，如果德语的传统—— 人们忍不 

住要说，如果德语本身成功的话。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伯尔夏特W 试图翻 

译但丁。面对多余的“gar”，敏锐的双耳会觉得呕哑嘲哳难为听，但它可 

能是用来代替g a n z u n d g a r (意 谓 “完全地”），并且还可以算是押韵。人 

们也可能承认这样的评论：这个词这样放在诗句里，根本没有确切的意 

义。但是伟大的艺术作品恰恰是在最有问题的地方获得了成功。就像最 

伟大的音乐作品不会完全拘泥于结构，而是以一些“多余”的音符或小 

节响遏行云般地超越它一样，“多余”的 “gar”也是如此。用歌德的话来 

说，这种词就是一种“荒谬的沉渣”（B odensatzdesA bsurtlen〉，通过它，

语言逃脱了这个词被唤起的主观意图。也许正是这个不同寻常的“gar” 

以一种似曾相识（d6译v u ) 的力量奠定了这首诗的地位：通过它，诗歌语 

言的旋律超越了纯粹的表意。在语言衰落的年代，格奥尔格在语言中抓 

住了一种已被历史进程拒绝的观念，并构建了一些听起来好像非他所写 

而是有史以来就存在并将永远保持不变的诗句。然而，这项事业的堂吉 

何 德 性 （D o n q u ix o te rie) , 这种修复性写作（w iederherste llendeD ichtung) 

的不可能性，以及堕落为工艺美术（Kum tgew erbe) 的危险性，最终丰 

富了诗歌的内容：语 言 对 “不可能”的执念与空想成为主体对永不餍足 

的 爱 欲 渴 望 （ero tischeS ehnsuch t) 的表达；这种主体在他者之中摆脱了 

自我，获得了解脱。我们需要这样的逆转，即个性被过度强化至自我毁 

灭的过程—— 格奥尔格晚期的‘‘马克西敏崇拜”（M axim ioku lt) 121 , 不过 

是积极地’检释自我时对个性化的绝望放弃^— 来创造这一幻象：德语在 

其最伟大的大师—— 民歌那里遍寻无获的幻象。只有借助这样一种个体 1

[1] 这里应该是指鲁道夫•伯尔S 特 （ Rudolf Borchard^ 1877- 1945),徳国作家、诗人、翻译 

家，曾用 14世纪的德语翻译了但丁的《神曲》。—— 汉译注

[2] 格奥尔格 1902年在筋尼黑遇见了 15岁的马克西敏•科沦贝格，当这位英俊又具有天分的 

男孩在 1904年死去时，格奥尔格写了《纪念马克西敏》。在格奥尔格的后期诗歌中，这位年轻人上 

升为希腊精神再生的先知。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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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化 （D ifferenzierung) —— 它发展得如此广泛，以至于无法再承受自身 

的差异，以至于在特殊性中没有什么不是摆脱了孤立之耻的普遍性——  

诗的词语才能代表语言的内在本质，而不是语言在目的王国（Reich der 

Zwecke) 111中的功用。但是这种人类自由的思想，可能因“格奥尔格学派” 

(d ie Georgesche Schule) 对崇高的低劣崇拜而被遮蔽。格奥尔格的真实性 

在于，通过尽善尽美地展现特殊之物，通过对陈词滥调以及最终是对•精 

挑细选的敏感对峙，他的诗歌巧妙地穿过了个性的壁垒。如果其诗歌的 

表达都凝聚为个性化表达，如同这种表达完全被他自身孤独的实质和经 

验浸透了一样，那么这篇有关诗的讲演恰恰也就成了壁垒已经打破的人 

们之间的一种声音。

2020年 9 月一2021年 9 月初译 

2022年 5— 1 1 月校译

[ 1 ]康德把王国描述为不同的理性存在者所形成系统的联合，而这种联合是由这些理性存在 

者遵循某种共同的法则而实现的。由此，我们可以把王国理解为一个合乎理性原则的和谐的共同 

体，目的王国就是一个由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者所组成的道德的共和国，—— 汉译注



海涅的伤口⑴

任何人如果想在海涅逝世百年之际为纪念他认真做点事情而不仅仅 

是发表一个正式演讲，都将不得不谈论一个伤口；谈论海捏以及他与德 

国传统的关系中让我们感到痛苦的东西，谈论尤其是在“二战”之后的德 

国被压抑的东西。海涅的名字是一个刺激物，只有不对它涂脂抹粉而设 

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才有希望提供帮助。

国家社会党人并不是诽谤海捏的始作俑者。事实上，当他们将如 

今 著 名 的 “作者不详”字 样 （D ich te ru nbe kan n t) 置于其诗歌《罗蕾莱》 

( “D ie L o re le y”）之下时，他们差不多是在向他致敬，从而出人意料地 

将那些暗中闪烁的诗句批准为民歌，它们让人想起失传已久的奥芬巴赫 1

[1] 《海?1 的伤口》（“Die Wunde Heine” ）原是阿多诺为纪念海涅逝世百年在西德电台

(Westdeutscher Rundfimk) 发表的一次广播讲话（I 956年2 月 > ,后刊发于《文本与符号》（Te«e 

undZe/chcn) 195G年 第 3 期，并被收 人 《文学笔记》第 1卷 （1958)中。后该书作为第丨1卷进 

入 《阿多诺文集》。本文译自 “Heine the Wound,” in Notes to literature, VoLOnejttamShierty Weber 

Nicholse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p[x 80>85.关键用词、术语及疑难之处核对了德语原 

文 （Gesamme/fe •Sc/ufften: Noten zur Ziferacur,Bd. 11，Frankfiirt am Main: SuhrkampVedagj 1974, &  49-68)。

在德国文学史上，海 因 里 希 •海 涅 （ Heinrich Heinq 1797-1856) —直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 

物，这可能与他的犹太人出身有关。有人指出：“犹太人出身对卡尔 •马克思（1818—1883)来说 

几乎是无足轻重的，但对海捏来说是个思想包袱，这甚至决定着他的性格且表现在他的作品里：一 

方面是目光敏锐，观察深人，疾恶如仇，奚落挖苦，讽刺揶揄，另一方面则是恃才傲物，目空一 

切，过分敏感，气量狭小，不容歧见。”（胡其鼎、章国锋：《复辟时期.浪搜主义•海涅生平》， 

章国锋、胡其鼎主编：《海涅全集》第 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 5 页）阿多诺 

在此文中便正视了这一问题。——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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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中巴黎莱茵河畔的仙女。lM海涅的《短歌集》P1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远远超出了文学圈。在它的带动下，抒情诗最终沦落为商业语言和报刊 

语言。基于这一原因，海捏在1900年前后的文化达人那里声名狼藉。格 

奥尔格圈的判决也许可以被归于民族主义，但卡尔•克劳斯的判决则无 

法被擦除。Pl从那时起，海捏的光晕（A ura) 就一直很是尴尬，罪责加身， 

好像它在流血。他自己的罪责成了其敌人的一种借口，他们对这个犹太 

中间人（derjiid ischeM itte lsm ann) 的仇恨最终为无法形容的恐怖铺平了 

道路。 .

若仅局限于研究作为散文作家的海涅，人们便可以避免这种烦恼i ; 

作为散文作家，海涅的地位在歌德和尼采之间那个沉闷至极的时代是显

而易见的。这种散文并不仅限于海浬有意识的语言指向能力-----种在

德国极为罕见的论战力量，而且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例如，普拉滕[~在 

对海涅进行反犹主义攻击并以一种如今可能被称为存在主义的方式——  

如果人们不那么小心地将纯粹的存在概念与人类的真实存在区别开来的 

话—— 被干掉时应该深有体会。但就其实质而言，海涅的散文远不止这 

些华丽之作。如果说自莱布尼茨冷落斯宾诺莎之后，整个德国的启蒙运 

动都以失败告终，因为它失去了社会之刺（gesellschaftlicherStachel)，•并 

将自己局限于卑躬屈膝的肯定之中；那么，在德国文学的所有著名人物

[ 1 ]  雅克•奧芬巴赫〇CqUes〇ffcnbacM 819-1880),德籍法国作曲家，代表作品有歌剧《霍 

夫曼的故事》、轻歌剧《地狱中的奥菲欧》《美丽的海伦》等。《莱茵河的仙女》是奥芬巴赫创作，于 

1864年在维也纳歌剧院首演的一部作品，但当时并未获得好评。—— 汉译注

[ 2 ]  《短歌集》（BucfiderLfcdam'?)是海涅的第一部诗集，收人了作者1827年之前发表的 

诗歌。该诗集于诗人在世时共印行13次，其中不少诗歌堪称德语诗中的明珠，一 汉译注

[ 3 ]  克劳斯在《海涅及其后果》（“HeintvmddkFolg% ” 1910) —文中曾批评海涅因引人

具有法国新闻风格的文体而腐蚀了德语•他说：“没有海涅就没有专栏副刊_(Feua k t〇n) , 就是他 

给我们带来了法国病，人们在巴黎是多么容易生病啊！德国人对语言感情的道德品性是多么私<懈 

啊广 Karl Kraus，Sduiffe/7, ed. Christian Wagenknechtj vol. 4, Frankfort am Main: Suhrkamp, 1989, S. 186. 

Quoted in Ulrich Plass, Language and History in Theodor W. Adornô s Notes to Literature,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c, 2007, p. 122.--- 汉译注

[ 4 ]  奥古斯特 •冯 •普拉滕—哈勒蒙德 （ August von Platen-Hallermiindc, 1796-1835)，德国诗 

人，诗作有《波兰之歌》《威尼斯十四行诗》等，韵文喜剧有《灾难性的叉子》和《浪漫派的俄狄浦斯 l  

他曾把伊默尔曼和海涅肴作论敌，并与之论争。——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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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只有海捏—— 虽然他与浪漫主义关系密切—— 还保留着一个未经稀 

释的启蒙概念。尽管他立场温和，但他引发的不安仍是源于那种恶劣的 

氛围。带着礼貌的讽刺，他拒绝从后门或通向深渊的地窖之门偷运进他 

刚刚拆除的东西，他是否对年轻的马克思产生了巨大影响，就像许多年 

轻的社会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这还要打一个问号。111在政治上，海涅不 

是一个可以指望的旅伴，甚至不是社会主义的伴侣。但他在右翼社会的 

图景中坚持着不可被剥夺的幸福观念，而这种观念则很快便因为“不劳 

动者不得食” P i这种口号而被抛弃。海涅厌恶革命的纯洁和严肃，这表 

明他不信任陈腐和禁欲主义。这些因素的痕迹在许多早期的社会主义文 

献中已很明显，而在很久以后，它们助长了灾难性的发展趋势。个人主 

义者海涅-— 他作为个人主义者是如此厉害，以至于即使在黑格尔那里 

他也只听到了个人主义—— 并没有屈服于个人主义的内向性概念。他的 

感官满足的理念包括了因外在事物而获得的满足，一个没有强迫和剥夺 

的社会。 .

然而，伤口是海捏的抒情诗。它的直接性一度令人着迷。它解释了 

歌德关于偶尔写诗的格言，意思是每一个场合都能找到诗，每个人都认 

为有机会写诗是件好事情。但与此同时，这种直接性也被彻底中介了。 

海涅的诗歌是艺术与失去意义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现成中介。对于它们就 

像对于专栏作家一样，它们加工的经历不知不觉地成为人们可以书写的 

原材料。它 们 发现的细微差别和色调价值，被它们变得可以相互替换， 

并被它们交付于一种准备好的现成的语言力量。对它们来说，它们实事

[1] 1843年底，马克思与海涅相遇于巴黎，从此结下深厚的友谊。海涅后来的许多作品（如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都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经常引用海涅的诗句，作 

为斗争的武器。—— 汉译注

[2] “不劳动者不得食” （ Wer nicht atbekeb soil nicht essen / Anyone who doesn’t work won’t eat) 

最早出自《圣经 •新约全书》中 的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保罗说若有人不可做工，就不可 

吃饭 。 ” （ The one who is unwilling to work shall not eat) 而此说作为社会主义的分韶原则，则是由列宁 

在解读马克思时提出来的。他 在 《国家与革命》（1917)便有所论及，后来在《论饥荒》（1918)中 

则进一步指出：“这个工人政权正在力求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主要根本原则：4不劳动者不得食 

而这个道理“是任何一个劳动者都僅得的'《列宁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252、560页。——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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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地见证的生活是可以出售的I 它们的自发性与物化是合二为一的。 

在海捏那里，商品和交换控制了声音和音调，而后者的本质原本是^•日 

常生活的喧嚣的否定。在那个时候，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力量已变得 

如此强大，以至于抒情诗已不能再忽视它，否则就会堕人乡野家常。在 

这方面，海捏和波德莱尔一样，在 19世纪的现代主义中表现突出。但波 

德莱尔（两人中较年轻的一个）英勇地从现代性本身，从当时更先进的无 

情破坏和瓦解的经验中去夺取梦想和形象；事实上，他让所有的形象丢 

失都有所改观，甚至将这种丢失本身转化为一种形象。这种抵抗的力量 

随着资本主义的力量而增强。在海涅那里，他的诗仍然由舒伯特谱曲， 

它们还没有达到如此高的强度。他更愿意屈服于事物的流动；他采用了 

—种与工业时代成龙配套的诗歌再生产技术，并将其应用于传统的浪漫 

主义原型，但他没有找到现代性的原型。

这正是让后人觉得尴尬的地方。因为自从资产阶级艺术存在以来， 

艺术家就不得不在没有赞助人的情况下谋生过活，他们在承认其形式法 

则的自主性（Autonom ie) 的同时，也暗中承认了市场法则，并为消费者 

生产。只是这种依赖在市场的匿名性（Anonym M tdesM arktes) 的背后 

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让艺术家在他自己和其他人的眼中显得纯洁和自 

主，而这种幻觉本身也在表面上被接受下来。启蒙运动倡导者海涅揭开 

了浪漫主义者海涅的面具，他一直依靠自主性的好运过日子，并将其艺 

术中先前潜伏的商品特征展现出来。他没有因此而被原谅。他的诗歌中 

的顺从（W illfdhrigkeit) 品性，因表演过火而变得自责起来，这意味着精 

神的解放不是人的解放，因而也不是精神的解放。

但是，假如一个人在别人承认的堕落中看到了自己堕落的秘密， 

他的愤怒就会带着虐待狂般的确信直指海涅的软肋—— 犹太人解放的失 

败。因为海捏的流畅和自然而然（GeKufigkeit und Selbstverst5nd lich ke it) 

源于交际语言，这与语言中的本土感恰恰相反。只有真正不在语言之内 

的人才能像操纵工具一样操纵它。如果语言真是他自己的，他就会允许 

在他自己的词和预先给定的词之间形成辩证法，流畅的语言构造就会解 

体。但是对于像绝版书一样使用语言的人来说，语言本身就是异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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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涅深爱着自己的母亲，但她却并没有完全掌握德语。111他对流行语词 

缺乏抵抗，这是一个遭受排斥的人的过度模仿热情所致。同化的语言是 

没有成功认同的语言。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当年长的歌德问起年轻 

的海涅正在做什么时，他的回答是在写“一 部 《浮士德》”，然后他就 

被无礼地打发走了。海捏用他的害羞来解释这件事情。他的莽撞源于 

他自己的冲动，他希望他的生活被接受,因此也就加倍激怒了那些功 

成名就者；他们把他的适应性差归咎于他，从而也就掩盖了自己排斥 

他的内疚。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海涅的名字所带来的创伤，只有承认 

这种创伤而不是让它继续过着一种模糊的、前意识的生活，它才能被 

治愈。

然而，这种可能性作为一种拯救的潜能包含在海涅的诗歌本身中。

因为无能嘲笑者的力量超过了他自己的无能。如果所有的表达都是痛苦 

留下的痕迹，那么海捏能够将自己的不足，语言的沉默，重新塑造成一 

种断裂的表达。此人就像在琴键上弹奏语言一样，其技巧是如此精湛，以 

至于他甚至将自己的语言的不足提升为可说出其所受痛苦的媒介。失败 

被反转过来，就转化为成功。海捏的精髓并没有在为其诗歌创作的乐曲 

中得到充分体现，而只是在古斯塔夫•马勒121于他辞世四十年之后所创作 

的歌曲中才得到了充分展示。在这些歌曲中，平庸和旁逸斜出的脆弱借 

助一种狂野而无拘无束的挽歌形式，被用来表达最真实的东西。直到马 

勒的歌曲唱出因思乡而飘扬旗帜的士兵，直到他的第五交响曲中爆发出 

葬礼进行曲，直到大调小调的民歌刺耳交替，直到马勒的管弦乐队手势 

痉挛，海涅诗中的音乐才被释放出来。在陌生人的口中，古老而熟悉的东 

西显得奢侈和夸张，这正是事实。这个真理的形象是美学上的突破；它 

放弃了圆润、充实的语言的直接性。 1

[1] 海涅的母 亲 说 意 第 绪 语 （Yiddish) , 这是一种犹太人使用的语言。这意味着海涅生长在一 

个 没 有 “纯正”德语的犹太人家庭。一 汉译注

[2] 古 斯 塔 夫 * 马 勒 （ Gusmv Mahler, 1860- 1911),奥地利作曲家和指挥家，曾任维也纳歌剧

院院长及首席指挥，代 表 交 响 曲 有 《巨人》《复活》《大地之歌》等。阿多诺曾写有《马勒：一种音 

乐观相术》 （MiWer.jE/nemusifcaZ/schePA/s/ognomi/0，对马勒推崇备至。----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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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诗节出现在流亡者海涅⑴称为《还乡集》P1的组诗中:

我的心啊，我心忧伤，

五月却如此明媚、欢畅，

我斜倚着一棵菩提树 

伫立在高高的古堡之上。

护城河在我脚下蜿蜒；

湛蓝的河水静静流淌 

小船载着一个男孩荡漾，

垂钓时口哨声声悠扬。

那边的风景似画如笑，.

星星点点，点缀着 

庄园，花园，行人憧憧 

还有牛，草地，树木葱茏。

姑娘们漂白着亚麻布衣 

她们在草地上穿梭嬉戏; 

磨坊水车溅珠吐玉，

从远处传来嗡嗡絮语。

古老灰色的塔楼下面 

立着一个小小岗亭， 

但见一名红衣士兵 1

[ 1 ]  从 1830年起，海涅开始流亡巴黎.此后他只是短暂地返回过汉堡探望老母（1843)和监 

印其新出版的诗集（1844),其余时期直至1856年去世，他一直居住巴黎。一 -汉译注

[ 2 ]  关 于 《还乡集》（DieHeimtehr) ,勃兰兑斯曾说过：“它是诗人于一八二三年至一八二四 

年间写于汉堡和库克斯港的。所谓还乡是指重见汉堡，在这个城市里诗人曾经历了自己的浪漫史， 

现在触景伤情，心头的创伤重新迸裂。这是这部集子的主调，但在结尾部分却有着迄今为止在德意 

志诗歌里一直没有被吟咏过的另一个主题：大海 /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六分 

册•青年德意志》，高中甫译，北京：人民文学出販社1986年版，第 138—139页。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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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摆弄着手中长枪 

枪管在落曰余晖中闪着红光，

他举一举又扛一扛——

真愿他一枪把我射亡尸

用 了 一 百 年 时 间 ，这首故意伪造的民歌才变成了一首伟大的诗 

篇，一 "牺 牲 的 愿 景 。海捏老一套的主题—— 单相思—— 是无家可归 

(H e im a tlo s ig k e it) 的意象，而献给它的诗歌是试图将异化（E ntfrem d ung) 

本身纳入亲密体验的领域。然而，既然海捏所感知的宿命在字面上已经 

应验，S 5么无家可归也就变成了每个人的无家可归；所有的人都像被放 

逐的海捏一样，在其存在和语言上受到了严重伤害。他的话代表了他们 

的话：除了一个不再有人被驱逐的世界，一个真正的人类被解放的世 

界 ，再也没有任何家园了。只有在实现和解（V ersdhrw ng) 的社会中，海 

涅的伤口才会愈合。

2023年 3月 3 0曰译 

2023年 6月 1 8日校 1

[1] Translation by M. M . B., in Heine*s Prose and Poetryt New York: Dutton, 1934, pp. 27-28.

译参考了杨武能的翻译。[德 ]海 因 里 希 •海 涅 ：《海涅诗选》，杨武能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年版，第 74—7 5页。关于这首诗，勃兰兑斯有如下评论：“诗中对开阔的风景做了出色的描绘， 

从髙处的一座古堡远眺，我们看到了蓝色的护城河，一个小孩儿坐在一只小船上。在护城河的另一 

边是许多小型别墅，庭院，人和牛群，草地和森林，洗衣服的少女，一座扬洒出金刚石似的尘土的 

风磨，在陈旧灰暗的塔楼上的岗亭里，一个穿着红色上装的小伙子手执武器在来回走动，长枪在阳 

光下闪闪发光。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某个地方谈到这首诗时写道：‘诗人在结束这首诗时是 

那样地感动：“我希望，他把我射杀”。’—— 感动？不，太突然了，因为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这种猝 

然而至也许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却是如此地神经质，这使它变得奄无意义可言《如果这个大字 

眼只是意味着一种情绪，而不是深切的愿望，更谈不上是一种怠向，那它就不可能是K 实 的 • 【丹 

麦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第六分册 •靑年德怠志》，第 152页 ^—— 英译注妊汉评注



艺术是欢悦的吗？ w

席勒在《华伦斯坦》（购/fensteio) 的序言中以这样一句话收尾：“生 

活是严肃的，艺术却是欢悦的=M H这是对奥维德《哀怨集》（K h a'a) 中 

一句诗的模仿：“我的生活是谦逊而严肃的，我的缪斯则是快乐的。” （V ita  

verecundaestjM usajocosam ihi) 也许人们会认为奥维德是在故作姿态，因 

为他是位优雅而狡猾的古典作家。奥维德的生活是欢悦的，以致奥古斯 

都的权贵们对此已无法容忍；奥维德对他的施主们眨眨眼，把他的欢'悦 

组装进《爱的艺术》（Arsamand/)的文学娱乐中，并心怀悔恨地让人看到 

他本人也关心严肃的生活行为。对于奧维德来说，他是在寻求赦免。席 

勒是德国唯心主义的宫廷诗人，他不想与这种拉丁式的花招扯上关系〃 

他的这句格言漫不经心地说教，因而也就完全变成意识形态，并被纳入 

资产阶级的家庭财产中，随时可以在适当的场合加以引用。因为它证实 1

[ 1 ]  《艺术是欢悦的吗?》（“IstdicKvm sthdKr?” ）发表于《南德意志报 》 （ SfiA faitscfte 

1 9 6 7年 7 月 1 5 - 1 6 日，后被阿多诺收人《文学笔记》之中。本 文 译 自 “I s A n

Lighthearted?" in Notes  to Litcaimre, Vol. Two, ti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New York: Colum bia 

University Press, 1W1, pp. 247 -253.关键用词及术语核对了德语原文（Gesamme/te Sc/iriften: Wott/i zur 

Literatur, Bd. 11, Frankfurt am Maim Suhrkamp Vcrlag, 1974, S. 599-606) „ -------汉译注

[ 2 ]  此句的徳语原文是 “Ernst ist das Leben, heiter ist die Kunst” 英译为 “life is serious, art is 

lighthearted/黑格尔在其《美学》中也引用了席勒的这句话，朱光潜译为“生活是严肃的，艺术却 

是和悦的”•他特窓加注解释道：“h e t e ,兼有‘欢乐’‘明朗’两义。与 ‘严肃’对立的是‘幽默’， 

这里•和悦’包含‘幽默’，但比‘幽默’较深较广。”笔者以为译为“和悦”（即和猫愉悦）较古雅， 

但似乎显得含蓄平稳了一些，故试译为“欢悦”。参见[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 9 7 9年版，第2 0 2页，——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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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工作和休闲之间已被固化和普遍流行的二分法。根源于单调的、不自 

由的劳动折磨以及它绝非毫无来由的厌恶，此二者被宣布为两个泾渭 

分明的领域的永恒法则。任何一个都不应与另一个混合。正是因为艺术 

不受约束的特性（U n ve rb ind lich ke it) 富有启发，它才被纳人并从属于资产 

阶级生活，作为其对立面存在以将其补全。人们已经可以看到这将最终 

导致对闲暇时间的安排。这是极乐世界的花园（der G arten Elysium) ,里 

面生长着天国的玫瑰，却被女人编织进令人厌恶的尘世生活之中。事情 

也许在某个时候变得完全不同，这种可能性唯心主义者席勒是完全不明 

白的。他关心艺术的效果。尽管他举止高贵，但他还是暗中预见了文化 

工 业 （K u ltu rin d u s trie ) 下的局面：艺术被当作兴奋剂，成了给疲意的商人 

开出的药方。在德国唯心主义的鼎盛时期，黑格尔是第一个反对这种可 

以追溯到 18世纪的效果美学（W irkungsSsthetik) —— 包括康德在内——  

的人，他也反对■这种艺术观。他指出，艺术并非如贺拉斯所言，是一种 

“乐”“教”兼顾的游戏机制。 W

尽管如此，有 关 “艺术的欢悦性”这种陈词滥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假如艺术不是人们的快乐之源，无论它以怎样的中介形式存在，它都不 

可能在它所抵触和抗拒的赤裸存在（dasbloBeDasein) 中生存下来。不过， 

欢悦这种东西并非外在于艺术，而是艺术自己定义的一部分。康德的提 

法 “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便暗示了这一点，尽管它没有涉及社会。艺术 

的无目的性在于它摆脱了自我保存的约束，体现了不自由中自由之类的 

东西。事实上，它通过自己的存在，走出了盛行的魔咒，并与幸福的承

诺----- 种它自己在其绝望的表达中以某种方式表达的承诺—— 关联在

一起。即便是在贝克特的戏剧中，舞台幕布升起时也仿佛像圣诞房间的 1

[1] “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是贺拉斯的一个著名观点，阿

多诺在这里反对的正是他的“寓教于乐”说。参见亚理斯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杨 

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2年版，第 155页。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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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帘被拉开一样。为了让自己与它的表象元素相剥离，艺术徒劳地努力 

摆脱快乐元素的残余，因为它怀疑后者会由于“唯命是从”（Jasagerei) 而 

背叛自己。尽管如此，艺术的欢悦性这一命题还是应该以一种非常精确 

的意义加以理解。它适用于整个艺术，而不是个别作品。为了呼应现实 

的恐怖，艺术作品可能会完全不具有欢悦。艺术中让人欢悦的东西——  

如果你愿意这样认为的话—— 与人们常常假定的情况恰好相反：不是其 

内容而是其行为（Verhalten) ,是其本身就是艺术以及展现于现实之上同 

时也见证了现实的暴力的这一抽象事实。这证实了哲学家席勒的观点， 

他认识到艺术的欢悦在于它是游戏（Spiel) ,而不在于其思想内容表述出 

来的东西，即便这些内容已超出了唯心主义范畴。艺术是先验的，是先 

于其作品的，它就是对现实强加给人类的残暴严肃性（d e rtie ris c h e E m s t) 

的一种批判。艺术以为通过命名这种厄运状态，它便逐渐放松了自己的 

控制。这正是艺术的欢悦性之所在；作为现存的意识模式中的一种变 

化，这当然也是艺术的严肃性之所在。

但是就像知识一样，艺术所有的材料乃至最终所有的形式都是取自 

现实，尤其是取自社会现实，以便对它们加工再造，这样一来，艺术也 

就陷人了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艺术衡量其深度的标准是，它是否 

能够通过调和其形式法则（Formgesetz) 带来的矛盾，进一步去强调不可 

调和性真正的缺失。矛盾通过其最遥远的中介发出震颤，就像现实中恐 

怖的喧器在音乐中最极端的弱音（das SuBerste Pianissimo) 处响起。文化 

信仰徒劳地歌颂着音乐的和谐，如莫扎特的作品,在现实的刺耳音调面 

前，这种和谐听起来就是不协和音（Dissonanz) ,并以现实的刺耳音调 

为其实质。这便是莫扎特的悲哀。只有通过转变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否定 

形式保留的东西，亦即矛盾的东西，艺术才能在这些当时遭到诋毁的东 

西被美化为超越存在的存在、独立于其对立面时让其修成正果。尽管定 

义 “媚俗”（K itsch) 的尝试通常会以失败告终，但制定媚俗标准时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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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艺术产品究竟是给矛盾意识提供了形式—— 即便它通过强调它与现实 

的对立做到了这一点—— 还是掩盖了矛盾意识考虑在内，这依然不是对 

媚俗最糟糕的界定。在这方面，严肃性应该成为任何艺术作品的强烈要 

求。作为逃离现实却又渗透着现实的东西，艺术摇摆于这种严肃与欢悦 

之间。正是这种张力构成了艺术。

四

艺术中这种欢悦与严肃的矛盾运动的意义—— 它的辩证法—— 可以 

通过荷尔德林的两个诗歌对句加以简单阐明，毫无疑问，诗人是有意让 

它们紧密相连的。第一个题为'《索福克勒斯》（“Sophodes”），诗曰：

“许多人徒劳地，试图以喜表达至喜 / 在这里我终于，以悲表达了自 

己。” 11】悲剧演员的欢悦不应在他所演戏剧的神话内容中寻找，甚至也许 

不应在他赋予神话的和解中落实，而应该在他的说法（sagen) 中，在对 

这种说法的表达 U ussprechen) 中去探寻；荷尔德林的诗句都运用到了 

这两种表述，并对其加以强调。第二个对句题为《爱开玩笑者》 （ “ D ie 

S cherzhaften”）： “你总是在玩和开玩笑？你必须这样嬉闹！哦，朋友， 

我在灵魂深处 / 理解你，因为只有绝望者才玩世不恭。” 121当艺术试图 

主动自娱自乐，从而使自己适应荷尔德林所谓的任何神圣的东西都不再 

能适用的这一用途时，它就被降低到人类需要的水平，它的真理内容 

(W ahrhe itsgeha lt) 也就被出卖了。它命定的快乐与世俗法则相符。它鼓励 

人们服从命令，遵纪守法。这便是客观绝望的形式。如果人们能足够认 

真地对待这个对句，它就会对艺术的肯定性（affirm a tive Wesen von K un st) 

形成判断。从 时 起 ，在文化工业的支配下，这种肯定性就会变得无处 

不在，玩笑就会变成纯粹广告中的傻笑漫画。 1

[1] 原诗负口下： *4V ie le  versuchen umsonst das Freudigste freudig zu sagea /  H ier spricht endlich es

m it, h ie r in  de r Trauec s ich  aus.M--------汉译注

[ 2 ]  原诗如下： “ Im m e r sp ie lt ih r  und scherzt? ih r  m iifit! o Freundel m ir geht diB /  In  die Scele» denn

d ifi m iissen V erzw eife lte  nur.”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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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因为艺术中严肃与欢悦的关系受制于一种历史动力。任何在艺术中 

可以称为欢悦的东西都是已经出现的东西，也是在古代作品或具有严格 

神学语境的作品中不可想象的东西。艺术中的欢悦以城市自由之类的东 

西为前提，它并不是最早出现在薄伽丘、乔叟、拉伯雷和《堂吉诃德》 

那样的早期资产阶级作家和作品中，而是在后来被称为古典（以此与古 

代区分开来）的作品中就已作为元素现身。艺术摆脱神话、黒暗和混沌 

的方式本质上是一个过程，而并非一成不变地在严肃与欢之间来回选 

择。正是在艺术的欢悦中，主体性才第一次开始了解自己并意识到自己 

的存在。通过欢悦这种东西，它摆脱了纠缠并回归自身。欢悦中有一种 

资产阶级个人自由的东西，尽管它也因此与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有关。 

曾经的幽默变得无可挽回地沉闷，后来的多样性则退化为对同谋的酣畅 

满足。终于，它变得让人无法忍受。然而，在那之后，谁还能嘲笑《堂吉 

诃德》以及它对一个在资产阶级现实原则面前崩溃的人的施虐式嘲弄（der 

sadistische Spott) 呢？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的喜剧在今天和当时一 

样精彩，而它的有趣之处已成谜团；如今只有在偏僻之地才会将粗俗等 

同于滑稽。社会越是无法深刻实现资产阶级精神作为神话启蒙(A ufklS m ng 

des M ythos)所承诺的那种和解，幽默就越是难以抗拒地被拉人阴间地府， 

而笑，这个曾经的人性形象，就越会向非人性退化。

自从艺术被文化工业玩弄于股掌之间，置放于消费品之中，它的 

欢悦就变成了人造、虚假和令人迷惑之物。没有什么欢悦能与随意造出 

的东西相兼容。欢悦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排除了任何操纵自然和算计自然 

的东西。笑话和俏皮话之间的语言区分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当 

如今我们看到欢悦时，它已被命令扭曲，甚至被扭曲成不祥的“真倒 

霉”—— 那种用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的悲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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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它不去反省，它就不再是可能的了一 -必须自动与欢悦一刀两断。 

它之所以被迫为之，主要是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情。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不 

再可能的那个说法并不绝对成立，但可以肯定的是，奥斯维辛之后欢悦 

的艺术不再是可以想象的了，因为奥斯维辛已经发生了，并且在可以预 

见的未来仍然可能发生。客观上，无论艺术多么仰仗善意和理解，它都 

会退化为犬儒主义。事实上，伟大的文学作品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不可能 

性，首先是波德莱尔在欧洲大灾难发生前将近一个世纪，然后是尼釆以 

及格奥尔格派11]对幽默的拒绝。幽默已经变成了具有争议性的戏仿。在那 

里，只要它仍然拒绝和解，它就能找到临时避难所，而不管曾经与幽默 

相关的和解（V erS6hnung) 概念是怎样的。到现在为止，幽默的争议形式 

也受到质疑。它不再指望被理解，而所有艺术形式的争议，也不能在真 

空中存活。几年前，有一场关于法西斯主义是否可以用喜剧或戏仿的形 

式呈现而不会让其受害者感到愤怒的争论。确定无疑的是，这种争论的 

品质显得愚蠢、滑稽和平庸，一方面是希特勒与其追随者之间的亲缘关 

系，另一方面是八卦小报（Revolverjournalismus) 与狗仔队的结盟。人们 

不能对此一笑置之。血腥的现实不是精神（Geist)，也不是精神可以嘲笑 

的野蛮思想（Ungeist)。■哈谢克（jaroshvHaSek)写 《好兵帅克》（Schwe/t ) 121 

时，时局依然不错，那时恐怖体系还比较马虎，没有渗透到犄角旮旯之 

处。但是，有关法西斯主义的喜剧将成为一种愚蠢的思维模式的帮凶， 

这种思维模式认为，法西斯主义被提前打败是因为有世界历史上最强大 

的军队在与之作对。胜利者的立场尤其不应该被法西斯主义的反对者占 

据，后者有责任在任何方面与那些固守胜利者立场的人拉开距离。造成 

恐怖的历史力量源于社会结构的内在本质。这种力量并不肤浅，而是太 

强大了，以至于任何人都没有对待它们的这种特权：仿佛世界历史在他 1 2

[1] “格奥尔格派”（George-Schule) 也称“格奥尔格圈”（GeorgoKreis)。参见本书第214页注 

[ 1 ] .—— 汉译注

[2] 哈谢克这部名著的捷克文原名是Osud^ vo/iAa 2a sv r̂ovd Vii/ty，英译名是

77̂ (7〇〇(/5〇/«£/‘£1*«^^或77^(^〇〇£/5〇/<£^5〇/1\吧’/:,汉译名是《好兵帅克历险记》，星灿译，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一 -汉译注



232 I 奥斯维辛之后：B 多诺论笔选

身后，而那些元首们实际上是一群小丑，他们的胡言乱语和杀戮言论只 

是后来才变得相似。

七

此外，因为欢悦时刻蕴含在艺术从赤裸存在获得的自由中—— 即便 

是绝望的作品（这些作品尤甚）也能够见证这种自由，所以在历史的进 

程中，欢悦与幽默时刻并不是简单地从这些作品中被扫地出门。它是作 

为关于幽默的幽默而在自我批判中幸存下来的。激进的当代艺术作品中 

艺术性很高的无意义和愚蠢特征，让那些乐观的人感到愤怒的特征，与 

其说是艺术退回到婴幼阶段，不如说是对幽默的幽默评判。魏德金[1]针对 

《痴儿历险记》（Simpiizissim iis) P1出版商的关键文章有一个副标题：关于 

讽刺的讽刺。在卡夫卡那里也有一些类似的东西，他那令人震惊的叙事 

作品被他的一些解读者—— 其中包括托马斯•曼（Thomas M ann) —— 视 

为幽默，斯洛伐克的作者们也在研究他与哈谢克的关系。尤其是在贝克 

特的戏剧面前，悲剧范畴让位于笑声，就像他的戏剧切断了所有接受现 

状的幽默。它们见证了这样一种意识状态：不再承认严肃和欢悦的非此 

即彼，也不再承认有复合悲喜剧。悲剧消失了，因为本应是悲剧的主观 

性主张已明显变得无关紧要。干涸无泪的哭泣代替了笑声。悲叹变成了 

无神的、空洞的眼睛中的悲哀。幽默在贝克特的戏剧中得到了拯救，因 

为它们用笑感染观众，让其去笑对笑之荒诞、去笑对绝望。这个过程关 

联着艺术简化（diekiinstlerischeReduktion) 过程，这是一条通往生存最低 

值，亦即剩余存在最低值的道路。也许是为了幸兔于难，这种最低值让 

历史上的灾难大打折扣。 1 2

[1] 这里应该是指本雅明•弗兰克•魏德金 （ Benjamin Franklin Wedekind, 1864- 1918)，德国戏 

剧家，被奉为德国表现主义戏剧始祖，主要作品有《春之苏醒》 等。——  

汉译注

[ 2 ]  《痴儿历险记》又译《痴儿西木传》（jDerilbeflfeueri/die Teufsc/i，1669), 是

德国小说家格里美奈森（ Hansjakob Christoffel von Grimmelshausen，1622- 1676)创作的长篇流浪汉小 

说 .——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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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悦与严肃之间，悲剧与喜剧之间，几乎是生与死之间的非此即彼 

的选择正在消失，这一点在当代艺术中变得越来越明显。这样一来，艺 

术就否定了它的整个过去，这无疑是因为通常的二选一方案呈现了一种 

在幸存的快乐和支撑这种幸存的灾难之间撕扯的状态。鉴于世界的完全 

祛魅，超越于欢悦和严肃之上的艺术可能既是一种和解的信号，也是一 

种恐怖的暗号。这种艺术既对无处不在的、或公开或隐蔽的有关存在的 

广告表示厌恶，也对悲剧演员的厚底靴（Kothurn) 进行反抗，后者因其 

过于夸大苦难而再次与不朽站在一边。面对不久以前发生的事，艺术既 

不可能完全严肃，也不可能完全欢悦。人们开始怀疑艺术是否像文化曾 

经让人们相信的那样严肃。艺术再也不能像荷尔德林的诗那样感受着世 

界 精 神 （Weltgeist)，将表达哀悼等同于最快乐的事。快乐的真理内容似 

乎变得遥不可及。文类正在变得模糊，悲剧的姿态似乎是喜剧的，而喜 

剧则凄凄惨惨戚戚，这一事实即与此有关。悲剧正在走向衰落，因为它 

主张否定性的积极意义，哲学称之为积极的否定。这一主张是无法兑现 

的。进入未知领域的艺术，现在唯一可能的艺术既不欢悦也不严肃；但 

第三种可能'注则若隐若现，仿佛嵌人在虚无之中，其人物在被高级艺术 

作品所描摹。

2014年 8 月初译 

2022年 7 月校译 

2023年 1 月再校



论文学批评的危机1

任何一个移居国外多年的人返回德国，都会注意到文学批评的衰 

落。这里面可能涉及某种自我欺骗。一个被迫流亡的人倾向于美化希特 

勒之前德国的精神状况，并把那时培育过法西斯主义野蛮种子的所有思 

想压制下去。假如你能回想起卡尔•克劳斯1̂在文学批评中对那些杰出人 

物的反对—— 他无情地展示了他们的随大流、没能力、马马虎虎、傲慢 

自负和不负责任，你就会对当时的主流批评失去任何幻想。但是，在否 

定的范围内，区分了愚蠢和庸俗、平庸和低劣，以及何谓雇用文人何谓 

傻瓜笨蛋的却正是克劳斯本人。在同样的意义上，你也能够对当下境况 

与那一时期做出区分：前者意味着在德国，批评自由与自主的精神似已 

缺席；后者的批评可能比较自我膨胀，但至少相对于所谓的精神生活， 

它还保持着独立自主的元素。

我一直想更详细地谈论一下文学批评的危机，在我看来，这与再也

. [ 1 ] 《论文学批评的危机》 ( “ Z u rK r iA te L to a tu A rir ik ”）是阿多诺在巴伐利亚广播电台 

(B ayerischerR undfonk)发表的一个广播讲话，刊发于《启蒙》（in A u /i^ ru n ^ v o l. 2, no. 4/ 6，1952/3 , 

p* 357 £ )，后被收入《文学笔记^•本文译自 “〇n the Crisis o f Literary C riticism ,，’ in  iVores to  L /fe ra ftire， 

V o l. Two* trans* Shierry Weber N icholseiij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 pp. 305-307。关键用词 

及术语核对了德语原文（Gesa/nme/fe Schiiftefl: Noteu arur L/fecatur，Bd. 11，Frankfbrt am M siin: Suhrkam p 

Vcrfag, S. 661-664)。-------汉译注

[ 2 ] 卡尔• 克劳斯（K arl Kraus^ 874-〗936)，奥地利作家与新闻记者，以讽刺、随笔、瞥句、 

戏剧和诗歌写作知名于德语文学界，为同时代的著名作家（如本雅明与布莱希特等〉所推崇。——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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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有一个阿尔弗莱德 •克尔这件事情相比，具有更为严肃的种种面 

向。我 在 《文化批评与社会》.（“K u ltu rkritikundG eseU scha ft”）121这篇论 

笔中试图阐述它的某些本质特征，此文发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学研 

究 》(5〇2/〇/〇；§1'5〇/36/70 5 £± 1 1 / ^ ^ [ 1 / 1 5 « ' « " 2 ^ )上 ， 那 是 庆 贺 列 奥 波 特 * 冯 . 维  

泽 13175岁生日^的一本纪念文集。如今，我所呈现者，大体上是把自己限 

定在描画目前事态特征的某些方面上。如我们年轻时所知，文学批评是 

自由主义时代（d e rlib e ra le Z e ita lte r) 的产物。它的根据地主要是《法兰克 

福报》（F ra n fc ftirte rZ e itu n g')和 《柏林日报》C B e riin e rl^ eWatt) 等自由派 

报纸。文学批评不仅预设了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以及对不受约束地行 

使判断的个体的信任，•而且假定了新闻界体现出来的某种权威，这与商 

业与流通领域的重要性有关。纳粹党人对此场地野蛮监管，废除了这种 

本质上具有自由媒介性质的文学批评，代之以艺术欣赏(Kunstbettachtung) 

的形式。但在独裁政权垮台后的今天，仅仅改变政治体制还不足以修复 

文学批评的社会基础。阅读自由主义报刊的受众类型荡然无存，能够对 

文学作品行使自主而理性判断的个体也木复存在。法西斯主义威权虽已 

土崩瓦解，但它也保留了对既存的、被认可的以及夸大了其自身重要性 

的所有事物的尊敬。在德国，讽刺、精神的灵活性（geistigeB ew eglichkeit) 

与对现有秩序的怀疑从未得到高度重视。即使在自由主义时代，人们也 

是问心有愧地享受这些精神反应模式的，认为这是一种非法的美味。这 

些模式是被视作靠不住的：学术界与报纸文艺专栏总是在相互怀疑。很

[1] 阿尔弗莱德 .克尔 （ Alfred Kerr, 1867- 1948),德国富有影响的剧评家，犹太裔论笔作家， 

有 “文化教皇”（Kulturpapst〉之称。一一汉译注

[ 2 ]  此文再版于阿多诺的《棱镜》（ftfsme/i， Frankfiirt am Main: Suhrkamp, 1969, now Gesa/nme/fe

Sc/uifte/2 10.1)中 i 英译为 “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收 人 《棱镜》（Prisms, London: Spcarmai% 

1967; reprinted M IT Press, 1981) —书中，译者是塞缪尔•韦伯 （ Samuel Weber)与谢尔瑞•韦伯 （ Shierry 

Weber) 〇 ----英译注

[3] 列 奥 波 特 •冯 •维 泽 （ Leopold von Wiese» 1876- 1969),德国社会家、经济学家，曾担住 

德国社会学学会主席（1946—1955)。一 汉译注

[ 4 ]  英译写作 “Leopold von Wiese’s seventy-first birthday” 是误译，应为 w75 岁 生 日 ---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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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富有成效的否定性元素在德国这代人的当下批评实践中是大量缺 

席的。要么他们不冒险，要么他们的尝试是无能为力的。像那个阿尔弗 

雷德•波尔加111近来在《月刊》Pi上为冯•所罗门先生13]的作品所做的 

辩论，实为罕见之例外。做出否定性判断更像是威权主义的命令，而不 

是对手头事情的深入了解。拒绝什么依然是“毙掉”（abschieBen)，此为 

第三帝国的行话。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缺乏自由，缺乏超然态 

度，以及尤其是缺乏对艺术作品本质上所掌握的客观问题的真正认识， 

所以批评依然将自己局限在一种高级的信息服务之内。把批评家与书封 

文案作家（Waschzettelschreibei:)区分开来，往往难乎其难；反过来，最 

近我被告知，一位文学批评家对书封的文案更感兴趣，却对摆在他面前 

的书漠不关心。文化的败落，尤其是对语言的损毁无处不在发挥着这样 

的作用。人们倾向于使用现成的陈词滥调，而不是为自己的意思寻找恰 

如其分的表达，这伴随着对现象本身的原初经验获得的无能。似乎一切 

都是通过刻板的短语图式（Schema) 来感知的。人们害怕否定性，仿佛它 

能使人想起太过消极的生活质量'，想起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都不想被提醒 

的东西。诸如消极有害、夸夸其谈、荒诞离奇、秘传深奥等等之类的指 

控被用得易如反掌，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

就像一般的艺术批评，尤其是音乐批评的危机一样，文学批评的危 

机并不仅仅是专家不充分的问题。它暗示着目前整个存在的构成状况。 

一方面，每一种可以作为批评（即使是对立的）基础的既定传统力量已经 

瓦解；另一方面，个体软弱无能的普遍感觉又使有可能给批评提供能量

[1] 阿尔弗雷德. 波尔加（AlfKdPolg%  1 8 7 3 -1 9 5 5 ) ,出生于奥地利的新闻记者，1925— 1933 

年因在柏林做戏剧批评而成名，—— 汉译注

[2] «月刊》（A ^ M 〇n« ) 是德国的一份左翼杂志，由纽约的梅尔文. 拉斯基（M elv inLasky) 

于 I948年创刊• “ 冷战” 开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曾致力于成立“ 文化自由代表大会” （the Congress 

fo r Cultural P recdo m ,简称C C F ) ,意在组织起反共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与苏联及亲共者对抗。该杂 

志随后被纳人195〇年成立的CC F系统中，阿多诺曾在该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有关拉斯基与《月刊》 

更详细的介绍，可参阅[ 英】弗朗西丝• 斯托纳• 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2002年版，第 2 6 - 3 0页.—— 汉译注

P ] 这里可能是指恩斯待• 冯 . 萨罗蒙(ErnstV〇n Satom〇n) 1902- 1 9 7 2 ) ,德国剧作家和演员， 

主要作品有《© 后的8 月 15号》等。——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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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动陷于瘫痪。伟大的批评只有作为精神潮流中一个完整的时刻才是 

可以想象的，无论它是促进还是反对潮流，这些潮流本身都要从社会趋 

势中汲取力量。鉴于一种同时也是无序的和东施效颦的意识状态，批评 

缺少出发点的那种客观可能性。本真性的缺失，尽管竭尽全力但当今所 

有文学产品却依然空空如也的特性，那种在历史的真正力量的阴影中以 

文化之名不断操练出来的离题感—— 所有这些都阻止着一种文学批评所 

需要的严I T 注浮出水面。只有当每一个成功或不成功的句子都关联着人 

类的命运时，批评才具有力量。当莱辛的清明理性撕下审美理性主义的 

假面时，当海捏攻击已然堕落为反动与刻板的浪漫主义时，当尼采揭露 

文化庸人（derBUdungsphiHster) 的语言时，他们全都参与到了客观精神之 

中。甚至卡尔 •克劳斯—— 他攻击巴勒（Bailer) 与斯泰勒（Steiler) 的表 

现主义，却发现了格奥尔格.特拉克尔1 * 111 — 倘若没有那场精神运动也将 

是不可想象的。如今，任何堪比客观精神趋势的东西已几无存在，任何 

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先锋冲动都有枯萎成专业知识的危险，凡此种种， 

都把批评简化成一种随心所欲又淡乎寡味的意见表达。

哪怕说文学生产的不孕不育（SterilMt) 导致了文学批评的不育不 

孕也是不够的，不孕的真正原因是文化的中立状态，它指向前方，就像 

那些意外躲过炸弹袭击的房屋一样，其真实价值已无人能真正相信。在 

这种文化中，没正视它的批评家必然会成为它的帮凶，并成为自己对象 

无关紧要的牺牲品。这个文化中的历史力量或许会出现在物质材料中， 

却很难构成艺术材料的基础。文学批评家的任务似已转移到更广更深的 

反思之中，因为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已不再能拥有它在三十年前的那种 

尊严了。那些还想公正对待其任务的批评家应该超越这种任务，并把 

已动摇其作品根基的剧变记录在他的种种想法之中。但是他成功地干 

成这件事情的唯一条件是，他同时让自己在完全自由与负责任的情况

[1] 格 奥尔格 •特拉克尔 （ Georg TrakI, 1887-1914),奥地利表现主义诗歌先驱，以诗集《塞

巴斯蒂安在梦中》成为 20世纪最重要也最为杰出的德语诗人之一。因患抑郁症服食可卡因自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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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浸在向他走来的对象之中，不考虑任何公众接受与权力聚阵结构 

(Machtkonstellationen), 并同时把最精确的艺术-技术专门知识运用起 

来；而且他能严肃对待那种形式扭曲的、哪怕是最可怜的艺术作品之中 

固有的绝对性要求，以至于仿佛作品便是它所要求的那样。

2017年 9 月 1 7 日初译 

2023年 3 月 2 1 日校译



介人⑴

萨 特 的 文 章 《什么是文学?》面世以来，有关介入文学与自主文学的 

理论之争已少之又少。然而，就其只涉及今天的精神生活而非直接的人 

类生存何去何从这件事情而言，围绕介人进行争辩依然显得紧迫。促使 

萨特发表宣言的原因在于，他看到一他当然不是第一个看到的一并排  

陈列于孤芳自赏的文化万神殿中的那些艺术作品正在蜕变为文化商品。 

它们共同存在又相互亵渎。不考虑作者对其作品的本来意图，任何作品 

谋求极致，都绝不能容忍他者毗邻而居。这种有益于健康的不宽容不仅 

适用于单个作品，也适用于种种艺术类型或审美态度，例如像今天多半 

被人忘却的有关#入艺术与自主艺术之争的不同路径。有两种“客观性立 

场”，它们你来我往，不断交战，甚至当知识界虚假地展示其和解时也是 

如此。介人之作拆穿了那种仅以存在为目的的艺术作品的假面，后者满

[1] 《介 入 》 （“ Engagem ent” ） 原 题 为 《介入还是艺术自主 》 （ “Engagement oder kfinstedische 

Amonomie” ），是 阿 多 诺 于 1961 2 年 3 月 2 8 日 在 “不来梅电台 ” (RadioBrcm en) 发表的一次广播讲 

话 ，刊 发 于 《新 评 论 》 第 7 3 卷 ，1 9 6 2年 第 1 期 ，后 收 人 《阿多诺文集 •文  

学 笔 记 》 （G esanim e/fe Scr/u进en: Atofen zur Liferamr, Bd. 11， Frankfiirt am Main: Suhrkamp Veda^ 1974, 

S. 4 0 9 -4 3 0 )。 此 文 的 英 译 本 有 二 ：（1 〉“ Commitment，” in T*iie Hssent/a/ jFnm/:/brf Scftoo/ cds*

Andrew A rato and Hike Gebhardt, trans. Francis McDonagh, New York: Urizen Books, 1978, pp. 300-318;

( 2 )  “ Commitment*”  in  iVofes to Vol. Two, 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 9 9 2 , pp. 76 -94•本文根据第一个英译本并参考第二个英本译出，关键用词及术语核对 

了德语原文，校 译 时 亦 参 考 了 法 译 本 （《 Engagement »， in /Votes sor /a tfffidramrc，trad. Sibyllc Muller, Paris* 

Flammarion, 198 4 , pp. 2 8 5 -3 0 6 )。文 中 小 标 题 应 为 《法兰克福学派基础读本》一书的编者所加 。 ——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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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于自己成为一个物神（Fetisch) ,成为那些虽有滔天洪水威胁却还想酣

然人睡之人的闲适消遣-----种实际上高度政治化的非政治姿态。对•于

介入来说，这类作品远离了实际利益的争斗。没有人能够摆脱两大阵营 

之间的冲突。精神生活的可能性如此依赖这种冲突，以致唯有盲目的错 

觉才会坚持那些明天就有可能被粉碎一空的权利。然而，对于自主艺术 

作品而言，这些考虑以及由此支撑起来的艺术观念，其本身就已是介人 

之作对精神发出警告的灾难。如果说精神生活放弃了以纯粹形式7#象化 

自己的责任与自由，是因为它已然退位。其后，艺术作品只是孜孜不倦 

地把自己同化到它所反对的蛮荒存在之中，它是如此短命（这也正是介人 

作品对自主作品的指控，反之亦然)，以致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它就隶属于 

那些学术研讨会，而此处也必然是它的终结之所。这种尖锐的对立面也 

在提醒我们，艺术在今天的地位是多么摇摇欲坠。这两种选项中的每一 

种都既否定了自己，也顺便否定了对方。介入艺术—— 作为艺术它必须 

游离于现实—— 取消了艺术与现实的距离；“为艺术而艺术”借助其绝对 

要求，否认了与现实之间牢不可破的关联，而这种关联又正是试图让艺 

术从现实中获得自治但又容易引发争议的先验前提。这两极之间形成的 

张力—— 艺术便世世代代存活于这种张力之中—— 如今已烟消云散了。

介M 争的乱象

当代文学本身对这种二者选其一的万能之举也提出了质疑，因为它 

并没有完全屈服于那个世界进程，因此还没有参与到政治争端的前沿地 

带。“萨特式山羊”与 “瓦莱里式绵羊” 111不能截然分开。即便介人被政 

治驱动，只要它还没有缩减成宣传（其恭顺之姿嘲笑着主体所做出的任何

[ 1 ] 这里所谓的“萨特式山羊” （ Sartresche BScke) 和 “商莱里式绵羊”（Va^rysche Schafe)， 

显然借用了《圣经》中的说法。据 《圣经•马太福音》第25章经文，耶稣蕋督同众天使降临之时， 

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聚集在他面前。耶稣要把他们区分开来，如同牧羊人区分绵羊和山羊一 

样，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然后他对右边的人说，你们是蒙神祝福的，可以进人永 

生，对左边的人说，你们是被诅咒的，要下到地狱承受永刑。这里的“萨特式山羊”意指介人文学， 

“瓦莱里式绵羊”则总指自主文学。——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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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之举），它在本质上就依然保持着政治上的多义性。另一方面，介人 

的对立面，亦即被苏维埃的罪恶目录名为形式主义的东西，不仅被苏联 

官员或自由派的存在主义者谴责，甚至就连“先锋派”批评家本身也常常 

指责其所谓的抽象文本缺少挑衅色彩，也缺少社会攻击性。与此相反， 

因萨特对■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推崇备至，他又很容易被指责为对音乐 

与绘画中的形式主义深表同情。他把自己的介入观限定在文学之内，因 

为其观念特征是：“作家与意义打交道。” W当然，也并不仅仅涉及意义。 

虽然进人文学作品的词语不曾完全摆脱它在日常话语中的意义，但是没 

有 哪 部 文 学 作 品 （甚至传统小说）能使其语词的意义完全等同于其外部 

意义。在报道一个不曾存在的东西时，即便是普通的语词“曾是”，也从 

它 “未曾是”的事实中获得了一种新的形式属性。这种情况也延续在一 

部作品的较高语义层面，一直上升至曾被叫作作品“理念”的东西那里。 

对于任何一个并非无条件地把各种艺术门类归人一个首要的艺术总概念 

的人来说，萨特所赋予文学的特殊地位也必定会受到怀疑。外部意义的 

残余是艺术中不可化约的非艺术元素。艺术的形式法则不在这些意义之 

中，而在两种元素的辩证关系那里—— 这种辩证关系完成了艺术内部的 

意义转换。在 作 家 与 写 作 匠 （L ite m t) 之间作出区分是肤浅的，但是任何 

艺术哲学的对象—— 正如萨特所理解的那样—— 并不在艺术的大众传播方 

面，更不用说在德国人所谓的作品“讯息”（Aussage) 方面了。后者艰难 

地摇摆于艺术家的主观意图与它客观表达的形而上学意义的要求之间。 

在我们这个国家，这种意义通常都可以用“存在”这一万能之词予以表现。

谈及介入的社会功能，它多少又变得有些混乱。要求艺术作品应该 

说出某些东西的文化保守派已与他们的政治对手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着 

丧失社会功能的晦涩之作。对 这 种 “捆绑式纽带”大唱赞歌的人更愿意 

发 现 萨 特 《隔离审讯》 〇Ffu/s C /〇S) 的深刻之处，却不愿耐心倾听来自文 

本的声音—— 在此文本中，语言撼动着意涵之笼，并通过与其“意义”拉

[1】 Jean-Paul Sartre, Was ist Literatur? Ein Essay, Ubertr. Von Hans Georg Brenner, Hamburg 1958, S. 

10. Jean-Paul Sartre, W hat is L iterature? London: Methuen, 1967, p. 4 . -------原注煙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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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距离，反抗着一种肯定性的意义假定。另一方面，对于无神论者萨特 

来说，艺术作品的概念意义依然是介入的前提。不过，东方阵营的被禁 

之作有时又会被真实讯息的监护者蛊惑性地指控，因为这些作品似t乎说 

出了它们实际上并未说出的东西。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纳粹党人就已 

使用开“文化布尔什维主义”（Kulturbolschewismus) 这一词语，而当它被 

制度化后，对它所指之物的憎恨又延续在希特勒时代。如今它又死灰复 

燃，像四十年前那样憎恨同类的作品，包括一些历久弥新和明白无误地 

属于既定传统中的作品。

激进右派的报纸杂志像从前一样兴风作浪拉仇恨，攻击15些不自然 

的、过于智识化的、病态的和颜废的东西：他们知道他们的读者是谁。’ 

这与社会心理学对威权人格的洞见吻合一致。此类人格的基本特征包括 

因循守旧，尊重舆论与社会的僵硬面相，抵制那些扰乱其秩序的冲动， 

或是打击那些无意识中无论如何也不被承认的个人欲望。文学现实主义 

无论它出自哪里，即便它标榜自己是批判的或社会主义的，都很容易与 

这种对异质或间离之物的敌意相匹配，而很难包容那些不向政治口号宣 

誓效忠，但会通过其自己方式瓦解威权人格僵硬坐标系的作品—— 人们 

对这个坐标系越是依附得厉害，就越是无法自发欣赏未经官方批准的任 

何东西。在西德，阻止布莱希特戏剧上演的种种行动属于政治觉悟中较 

为浮浅的层面。也许它们还不够暴烈，也许它们在8 月 1 3日 w 之后釆用 

了一种更粗暴的形式。另一方面，当与现实之间的社会契约已被取消， 

而文学作品也不再言说现实时，人们就该毛骨悚然了。有关介人争论的 

缺陷是它丝毫也不考虑作品所产生的效果，而作品自身的形式法则也怡' 

恰对效果问题不管不顾。只要在不可理解的震惊中传达的东西无'法理 

解，整个争论就好像是在打“影子拳”（Scha_ kampf)。讨论过程中问题

P I 此处暗指“柏林墙”的修建- 桕林墙 （ Bcdiner / Berlin m il) 是 “冷战”期间东德 

政府环绕西柏林边境修筑的全封闭的边防系统，以将其与西德管辖的西柏林市分割开来。该墙始 

建 于 年 8月 《 日，全长丨67.8公里。东德政府称此墙为“反法西斯防卫墙” （ Anrifiischktischer 

SchmzwaJl) ,其目的是阻止东德居民逃往西柏林。1卿 年 11月 9 曰，柏林墙的数处被打开，1990年 

初，此墙被彻底拆除。一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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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乱当然没有改变问题本身，但是对于重新思考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 

却是必要的。

萨特的哲学与艺术

从理论上说，“介入”应 该 与 “倾向”（或者是一种特定党派立场的 

主张）相区分。在严格意义上，介人艺术并不意在形成改良措施、立法行 

为或实践性制度一 就像早期宣传（倾向）剧反对梅毒、决斗、堕胎法或 

青少年教养院那样—— 而是在基本的态度层面发挥作用。于萨特而言， 

其任务是把行动者的自由选择唤醒，使真正的存在完全成为可能，从而 

与旁观者的中立立场形成对比。但是，让介入的艺术原则高于倾向性主 

张的东西，也让作家介人的内容变得意义不明。在萨特那里，选择的观 

念—— 这原本是克尔凯郭尔的范畴—— 是对基督教义“不与我为伍者就是 

与我为敌”的继承，但现在却空空如也，没有任何神学内容。选择的可能 

性依存于选择的内容，但萨特的选择观所保留的只是一种选择律令的抽 

象权威，与这种依存性没有任何关系。萨特想通过选择的先定形式证明 

自由的不可被剥夺，但是这种形式却恰恰取消了自由。在预先决定的现 

实里，自由变成了一种空洞的主张：赫伯特•马尔库塞已经揭示了这种 

哲学法则的荒谬可笑—— 人们在内心深处能够对严刑拷打既迎又拒。w 然 

而，这正是萨特的戏剧处境旨在证明的东西。但他的戏剧之所以没有很 

好地成为他自己存在主义的模板，那是因为它们容纳了其哲学忽略的那 

个全面被管控的世界—— 这里我们必须为萨特的诚实点赞；正是这种不 

自由才需要我们引以为戒。萨特的观念剧破坏了其范畴的目的。但这并 

非他个人戏剧的缺陷。艺术并非强调可选方案的重要性，而仅仅是通过 

其形式抵抗那种永远用一把手枪抵住人们脑袋的世界进程。但是，一旦 

介入的艺术作品做出决定并把这些决定奉为标准，这些作品也就变得可 1 *

[1] Reference to Marcuse's essay 4kSartre5s Existentialism,51 included in 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

New Left Books, London 1972, pp. 157-190.----- 英译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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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互交换了。由于这种含混，萨特非常坦率地承认，他并不期望通过 

文学让世界真正改变：这种怀疑论见证了自伏尔泰以来在社会和文学的 

实践功能这两方面的历史变化。介人的轨迹因此滑向作家的意向那里， 

这与萨特哲学的极端主观主义是吻合一致的，尽管它发出了唯物主义的 

弦外之音，却依然可以听到德国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回响。在萨特的文 

学理论中，艺术作品变成了面向主体的一种呼吁，因为它不过是通过一 

个他自己能够选择或拒绝选择的主体发出的声明。

萨特不愿意承认，任何艺术作品从一开始就是带着自己形成的客观 

要求来面对作家的，无论这个作家多么自由。在这些要求中，作家的意 

图仅仅只是一种要素。萨特的问题“为什么写作? ”以及隐含在“深层选 

择”中的解决办法之所以无效，是因为作者的动机与他完成的作品（文学 

产品）并不相干。萨特本人并没有远离这种观点，因为他察觉到，就像黑 

格尔很早以前看到的那样，作品越高级，就与创造它的经验个体的联系 

越少。当他借用涂尔干（Durkheim) 的说法把文学作品称作一种“社会事 

实” （ fait social) 时，他不由自主地援引了那种思想，即很难被作者纯粹 

的主观意图穿透的、作品本身固有的集体客观性。于是萨特并不想把介 

入放到作家的意图层面，而是把它置于人本身层面。[11但是这一界定过于 

宽泛，以致其介人无法与人类的其他行为或态度相区分。萨特指出，关 

键在于作家介人了现在，介人了 “当下” （ dans le present) ; 但是由于作 

家无论如何都不能逃离现在，他对现在的介人就无法体现为一种方案。 

作家实际承担的责任是更加精确的：这并非选择之责，而是内容之责。 

虽然萨特谈到了辩证法，但他的主观主义却对特定的他者几未关注——  

主体必须首先放弃他自己，并通过转变为他者才能成为真正的主体，所 

以萨特怀疑每一种文学的对象化都已僵化。然而，由于他希望越救的纯 

粹直观性和自发性在其作品中被界定为畅行无阻，它们也就经历着第二 

次物化。为了使其戏剧和小说超越于纯粹的宣言之上—— 宣言的原型是 

被严刑拷打时的惨叫—— 萨特不得不向平面化的客观性求助，却拿掉了

[1J Parcequ’ilesthomme (因为他是人），Siftiatfo/js, I I ， Paris 1948,p.51。----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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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辩证法的形式和表达，那不过是他自己哲学思想的一次传播。他的 

艺术的内容变成哲学，除席勒外，还没有哪个作家如此操作过。

然而，无论艺术作品的思想怎样升华，它都不能凌驾于材料之上。 

萨特的戏剧是作者传达观念的工具，它们还没有跟上审美形式进化的步 

伐。那些戏剧用传统剧情经营，并通过意义中坚定不移的信念加以提 

升，这些意义是可以从艺术那里转移到现实中的。但是这些被图解或 

者是有时被明确陈述的命题滥用了情感，而这种情感又通过例子的方 

式推动着萨特剧情的发展。因此，这些命题也否认了自己。“他人即地 

狱” 这句格言出自他最著名的一部戏剧的结尾部分，听起来像是对 

其 《存在与虚无》的引用，而把它读解为“地狱即我们自己”很可能也 

大体不差。那些简单明确的情节与同样简单明确却可以提取的观念相结 

合，让萨特获得巨大成功，并使他适用于文化工业（Kulturindustrie)，但 

这无疑违背了他的初衷。这种主 题剧（Pi& e ith a se ) 的高度抽象水平， 

使他错误地把自己的一些优秀之作一~如电影《木已成舟》〇 « > «知 加  

应》)或 戏 剧 《脏手》（L«  Mains sa/es) —— 设定成种种政治事件：政治 

名流被人关注，而受害者们则处于黑暗中无人问津。与此类似，为萨特 

所憎恶的当今意识形态，把纸样领袖（FGhrer-Schnittmusterl的行为和痛 

苦与历史的客观进程混为一谈。萨特参与了对人格化面纱的编织，其观 

念是，社会由那些大权在握者而非无名的机器做决定，而在社会指挥所 

的高地上依然有生命存活：贝克特笔下的人物垂死挣扎，风格怪诞，他 

们知道事情的真相。萨特的路径无法让他识别出他所反抗的地狱。他的 

许多表达可以被他那些仇敌们鹦鹉学舌。决定的观念甚至与纳粹的宣传 

口号不谋而合：“唯有献身才自由 。 ” （Nur das Opfer macht uns firei) 在法 

西斯意大利，秦 梯 利 （Gentile) 121的绝对物力论（absoluterDynamismus)

[1】 Jean-Paul Sartre, Bei geschlossenen Turen, in: Dramcn, Hamburg I960, S. 57. Jcan-Paul Sartre, 

Hx/f， in iVo Hx/f anc/ 77iree 孤外  New York: Vintage, 1955, jx 47.[法 1 萨特: 《照商市讯》，李恒站译， 

见沈志明、艾瑕主编：《萨特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笫：4 7页* —— 质注、 

英译注赶汉译注

P I 乔瓦尼 •秦梯利（GiovnnniGcmiIe,1875- 1944) ,总大利t f学京，新汲格尔主义齐，认为农 

育畏实现极权国家圾终目标的工具，目的在于造就人们的闰戈观念，使仑人服从『找 • 一汉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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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相似的哲学宣言。萨特介人概念中的缺陷恰恰打击着他为之承 

诺的事业。

布莱雛的说教论  ：

布莱希特的许多剧作一一例如改编自高尔基的《母亲》(Mutter)或 《措 

施》 —- 都是直接对党唱赞歌。但有时候，至少根据其理论 

著述，他很想培养出观众一种超然的、反思的、实验的新态度，以此对 

抗移情（Einfiihlung) 与认同（Identifikation) 形成的幻觉。在其抽象的倾 

向上，他在《圣约翰娜》（A>A2nna/ & int/〇2n) ^之后的剧作要大大胜过 

萨特。区别在于布莱希特（他比萨特更始终如一，更是一个伟大的艺术 

家）已把这种抽象提升到形式原则的高度，使其成为一种完全摒弃了传 

统戏剧人物观念的说教诗学（didaktischePoesie)。他意识到社会生活的外 

观、消费领域（个体的心理驱动行为也应该被考虑进来）遮蔽了社会的本 

质—— 作为交换原则，这种本质本身就是抽象的。布莱希特不认为审美 

的个性化是一种意识形态。于是他力争把社会的真正可怕之处直接拖到 

光天化日之下，进而把它转变成戏剧形象。在我们眼前，他舞台上的人 

物收缩成社会进程与功能的代理人，同时他们又间接地、不知不觉地存 

在于经验现实之中。不像萨特，布莱希特不再假定活生生的个人与社会 

本质之间存在着同一性，遑论主体享有绝对的统治权。不过，他为了政 

治真理而追求的审美简化却挡住了真理的去路，因为这一真理涉及布莱 

希特所鄙视的无数中介。当获得艺术合法性的间离幼稚病（胃 fremdender 

InfantiHsmus) —— 布莱希特最初的剧作与达达过从甚密—— 开始要求理 

论上或社会上的有效性时，它就变得真正幼稚了。布莱希特想通过形象

[1】 此剧全名为《屠宰场里的圣约翰娜》 创作于 1930年。 

因主人公名叫Johanna Darit, 与圣女贞德 （Jeanne d’Arc) 同音，此剧亦可译作《屠宰场里的圣女贞 

德》•在这个现代版的圣女贞德故亊中，约翰娜是宗教团体“救世军”的一员，她同愦芝加哥屠宰场 

的失业工人，试图为工人利益奋斗。但是现实却让她幻灭，因为她看到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已经腐败 

ffi落不堪，甚至她的宗教团体也是既得利益者与帮凶。最终她在残酷的现实中绝望死去，仿佛一个  

现代社会的殉道者。阿多诺随后的论述将会涉及这一剧情。—— 汉译注



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属性；在此意义上，他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意图伪装 

成现实主义，用以反5?#俄式恐怖。他本可以拒绝去涉及这一无形象的、 

盲目的本质，让它直接呈现在破碎的生活中，而不去赋予其意义。但是 

这就使他肩负起一种职责：确保他明确想要的理论正确性落到实处。他 

的艺术拒绝接受这样的交换条件：它既把自己呈现为说教，同时又借助 

美学形式免除了为其教化正确所承担的责任。

批评布莱希特不能忽略如下事实：由于其作品无法胜任的客观  

原因，他并未满足他为自己确立的仿佛是一种拯救手段的标准规范。 

《圣约翰娜》是他辩证戏剧的关键之作，《四川好人 》 （ Good Wbmario/' 

Szecftuan) 则是其对立面的变种：约翰娜真诚的善意之举却助长了邪恶势 

力，所以愿如沈德一样的行善者就必须把自己变得邪恶。111《圣约翰娜》 

以芝加哥为背景，这座城市介于《马哈哥尼》 丨21的西大荒童 

话 （Wild-West-M& chen) 与经济事实的中间地带。但布莱希特越是专注于 

经济信息而远离形象化的呈现，就越是与这个寓言本该呈现的资本主义 

本质失之交臂。竞争者们在商品流通领域里相互厮杀，取代了生产领域 

中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可是与后者相比，牲口贩子对战利品分赃的争吵 

仅仅是次生现象，不可能引发巨大危机。而且，体现在商贩之间贪婪的 

阴谋诡计的经济交易（布莱希特显然想使其如此呈现）不仅只是幼稚，

而且即便用最原始的经济逻辑标准加以衡量，它们也很难理解。这种观 

点的反面则是一种政治上的幼稚，只能让布莱希特的对手们朝着这个头 

脑如此简单的敌人咧嘴冷笑。布莱希特让他们满意，正如该剧令人印象 

深刻的最后一幕中奄奄一息的约翰娜会让他们满意一样。即便用最豁达 

的诗学可信度加以解释，受党支持的罢工领导者把一项重要任务交给一

介 入 I 247

[1]妓女沈 德 是 《四川好人》中的主人公，该剧讲述神仙为反驳“当今好人活不成* 的S 论 

而降临凡界，寻找好人。好不容易遇见“好人”沈德，神讪便出资相助 •沈虽乐善好施，却不(3 

好报，而 她 不 得 不 “以恶抗恶”之后，反而财源滚滚。— 汉译注

【1 2】_此 剧 全 名 为 《马哈哥尼城的兴哀■》（/luftaV^ undfii/ZderSKu/riV/jh斗伽/>.1〇，t t ii?于 193〇年， 

主要剧情是：保尔等四人是阿拉斯加森林里的伐木工人，他们以为金钱能够带來幸描• 便卡到山既 

得利益者们创造的马哈哥尼城寻求欢乐 •在经历了诱惑、浮华、飓风和白日梦之后，其中三人戌校 

找死’或被打死，或是背叛了兄弟，保尔则因缺少金钱而被正义法庭判处了死刑• 一 汉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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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织之外者的这种想法也是不可思议的，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其后续想 

法：一个人的失败可以毁掉整个罢工。

布莱希特如何对待法西斯主义

布莱希特在他那部关于大独裁者阿尔图罗•乌依 （Arturo Ui) 有限发 

迹111的喜剧中，严厉而准确地揭露了这位法西斯主义领袖的主体空洞与虚 

假。然而，对领袖的解构像布莱希特对所有个体的解构一样，是要重构 

一种独裁者可以起作用的社会与经济关系。提供给我们的不是财富与权 

势的共谋，而是一个愚蠢的黑帮组织和菜花托拉斯（Karfioltmst) |2N 法 

西斯的真实恐怖被回避掉了，它不再是社会权力缓慢集中的最终产品， 

而只是像事故或犯罪般的意外事件。政治煽动要求敌人必须被贬低，结 

果是坏政治出现，无论是1933年以前的文学还是政治实践都是如此。与 

所有的辩证法相反，乌依被赋予的一切可笑特征，让 杰 克 *伦敦几十年 

前准确预见的法西斯主义变得无伤大雅。这样，反意识形态的艺术家就 

为自己的观念蜕化为意识形态铺平了道路。默认世界的一半不再含有对 

抗性，这一主张已被一切嘲笑与官方神正论不符的事物（世界的另一半） 

所补充。禁止嘲笑油漆匠并不是为了尊重世界历史的伟大，尽 管 用 “油漆 

匠”这个词来反对希特勒本身就是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痛苦利用。在 

德国谋划夺权的组织无疑也是一个黑帮。但问题是，这类选择性亲和并 

不是无法无天的，而是植根于社会本身之中。这就是被卓别林电影（《大 

独裁者》）所捕捉到的法西斯主义中的喜剧性同时也极端恐怖的原因。 

假如这个方面被压制而只是嘲笑几个可怜的菜贩剥削者，而他们实际上 

把握着经济权力的关键位置，那么攻击就无法奏效。《大独裁者》中，当

[ 1 ]  《阿尔图罗•乌依的有限发迹》（DerauAa/fsa/n e 從• cfes Armro C/i ) 讲述了帮派头目  

乌依通过威逼利诱、勒索暗杀等卑劣手段，成了芝加哥蔬菜贩卖界的领导者。该剧本® 对 希 特 在  

纳粹德国上台的隐喻与讽刺》—— 汉译注

[ 2 ]  《阿尔图罗•乌依的有限发迹》中存在着一个由一帮菜花商人组成的垄断组故有“菜 

花托拉斯”之说。这个托拉斯影射的是容克地主，而乌依则影射希特勒，剧中的所有人物都在影射  

纳粹德国的各个历史人物——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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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犹太女孩能用平底锅猛击一排纳粹冲锋队员的脑袋却没被撕成碎片 

时，这都影片也就丧失了全部的讽刺力量，变得粗俗下流了。为了政治 

介入而将政治的现实出卖，这也削弱了政治效果。

萨特坦率地怀疑《格尔尼卡》是 否 “曾为西班牙共和国的事业赢得 

哪怕只是一个人的支持” 111，这样的怀疑当然也适用于布莱希特的说教 

剧。几乎没有人需要接受教育才能从说教剧中获得“以寓言为教” （ fabula 

docet) 的道理：这个世界并不公正。而在布莱希特大体效忠的辩证法理 

论中也很难找到道德教化的踪影。说教剧的举止会让人想起那个美国说 

法：“向皈依者布道。”教义高于纯形式，布莱希特意欲获得的这种优越性 

实际上已变成一种形式策略〃当形式被悬置时，它又反过来反对它自己 

的虚幻14。它在戏剧中的自我批评类似于应用视觉艺术领域中的功能实 

用论。随着为功能服务的装饰被拿掉，借助于外部条件的形式校正只会 

增强形式的自主14。布莱希特艺术作品的实质就是说教剧即一种艺术法 

则。他的方法—— 把即刻发生的事件变成与观众格格不入的现象一 也是 

一种形式建构的中介，而并不是在为实践效果作贡献。诚然，布莱希持 

并没有像萨特那样怀疑过艺术的社会效果。但作为一个老于世故的精明 

人，让他完全相信社会效果之类的东西又几无可能。他曾经冷静地写道 

(假如他对自己足够诚实），戏剧对他来说要比它促进的世界任何改变都 

更为重要。不过，简 化 （Simplifikation) 的艺术原则像他期待的那样，不 

仅清除了主体反思社会客观性过程中所呈现的对真实政治的虚幻区分，

而且还伪造了说教剧努力提纯的那个客观性。假如我们对布莱希特的话 

信以为真，并以政治学的标准对他的介入戏剧进行评判，那么依此评判 

标准，他的戏剧就是虚假之物。黑格尔的《逻辑学》教导我们，本质必 

.须显现出来。假如此说成立，忽略了与现象形成关联的本质表现就忮用 

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 取代躲藏在法西斯主义背后的人那样， 

必定是天生虚假的。使布莱希特的缩减技巧（TechnikderRedukrion) P隹一 

合理合法的东西是“为艺术而艺术”，但 “为艺术而艺术”又正是其介入

m  i法 ]萨 特 什 么 逛 文 学 ?》，施)m w , 见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似第7饺、北也  

人民文学出版社2〇05年版，笫 ％ 页 ，—— 汉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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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谴责的对象，就像它谴责卢库勒斯（Lucullus) ⑴那样。

政治与诗性语调

当代文学德国急于想把艺术家布莱希特和政治家布莱希特加以区 

分。这位重要人物必须为了西部地区而被拯救出来，而且如果可能，就 

将他请到全德国诗人（gesamtdeutscheDichter) 的宝座上使其中立，并因 

此让他置身于混战之外（au-dessusdekm战e)。毫无疑问，布莱希特的艺 

术力量和他既诡计多端又桀骜不驯的聪明才智，远超官方信条和人民民 

主政体的钦定美学。尽管如此，布莱希特还是应该反抗这种辩护。他的 

作品常常带着其专属缺陷，如果不是浸透着政治，它们就不可能拥有这 

种力量。即便是他那些最成问题的产品（比如《措施》），也能立即生发 

出这样一种意识：某些特别严肃的问题正处在紧要关头。在此意义上， 

布莱希特实现了其主张，即用戏剧促使人们思考。而试图让其作品真正 

存在或虚构的美与其政治意图分道扬镳，这种做法则显得徒劳无效。与 

此相反， “内在批评” （ immaneme Kririk) 作为唯一辩证的批评，其任务则 

是对其作品中形式与政治的效度进行综合评估。萨特在《为什么写作?》 

那一章里包含着一个无可争辩的陈述：“没有人会假设人们可以写出一部 

颂扬反犹主义的好小说。” 也没有人可以为颂扬“莫斯科审判”而写作， 

哪怕这种颂扬出现在季诺维也夫（Zinoviev) 和布哈林（Bukharin) 问被 

斯大林处死之前。政治上的虚假玷污了美学形式。为了证明一个论题， 1 2

[1] Reference to Brecht's last play on the Roman General Lucullus. (Lucius Lidnius Lucullus, 

约前m —前 56年)，罗马将军和执政官，指挥过多场战役。据 《布莱希特年表》，布莱希特曾应瑞 

典广播电台之约，于 年 11月完成广播剧《卢库勒斯的审判》(VWA& d e s iu W /us) , 来年 4 月 

由瑞士的电台首播，1951年 3月 H H , 他与德骚合作的歌剧《审讯卢库勒斯》在桕林德意志歌剧院 

上演•参见余匡复:怖莱希特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 243—244.248页。一 -  

英译编注g 汉译注

[2] Sartr^ Was ist litetator?， a. O., S■札抓at /s liffiramre?，p. 46.[法]萨特：《什么是文学?》， 

施康强译，见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第 7 卷，第 141页。—— 原注、英译注暨汉译注

[ 3 ! 参见 1930年写就的《措 施 此 作 出 现 在 “莫斯科审判”之前，却包含着一种含蓄的辩护。 

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被定罪于1938年，一 英译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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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莱 希 特 歪 曲 了 他 在 “叙述体戏剧” （ episches Theater) w 中所讨论的真 

实的社会问题，结果戏剧的整个结构与基础本身也随之崩塌。《胆大妈 

妈》 （ iVfutter Courage) 121意在还原蒙泰库科利（Montecuccoli) pl “发战争 

财 ” （ der Krieg den Krieg ernahre) 这一格言的荒诞，却成了一部插图版的 

初级读物。利 用 “三十年战争”为其孩子谋生活的随军商贩因此要为孩 

子们的毁灭负责。但在此剧中，这种罪责既不是来自战争处境本身，也 

不是来自这个小小奸商的个人行为；假如胆大妈妈在那个关键时刻没有 

缺席，那场灾难就不会发生，而她为了挣钱不得不缺席的这一事实，与 

所发生的事情并未形成特定的关联。布莱希特需要讲清楚其论题的连环 

画 技 巧 （Bilderbogentechnik ) 妨碍了他对论题的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对 拉 萨 尔 戏 剧 《讳 兰 茨 .冯 .济 金 根 》（丹 ^ ^ ^  ⑵）的批评中所

勾勒的社会政治分析表明，布莱希特过于简单地把“三十年战争”与现 

代战争画上等号，却恰恰扔掉了格里梅尔斯豪森（Grimmelshausen) 原型 

中胆大妈妈行为与命运的决定性因素。由 于 “三十年战争”的社会还不 

是摩登时代的资本主义功能型社会，我们甚至无法诗意地规定出一个封 

闭的功能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个人的生与死能够直接揭示经济法则。 

但是布莱希特需要那个无法无天的旧时代来充当他自己这个时代的影 

像 ，恰恰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他自己身处的这个时代已不再能根据人与物 

来直接理解社会了。他试图重构社会现实，结果先是导致了一种虚假的

[1] Episches Theater /  Epic Theater曾被译为 “史诗剧” 或 叙 事 剧 ，有学者经过研究，认为 

此二译法均不准确，应 该 译 为 “ 叙述体戏剧” # 拙译釆用此译法。参见余匡复：《布莱希特论》，第 

67— 7 1 页雄------汉译注

[2 ] 《胆大妈妈》全 名 为 《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们》（A/iitter Course undihre Kinder)，副题是 

《三十年战争纪事K 该剧取材于n 世纪德国作家格里梅尔斯奈森的流浪汉小说《女骗子和女流浪者 

库拉舍〉> ,创作于1939年，首演于1941年苏黎世剧院•讲述的是在V7世纪德国“三十年战争'■中，胆 

大妈妈”安娜•菲尔琳带普两个儿子、一个哑女，拉货车随军叫卖，把战争视为谋生依热、发财来 

源的故•事。剧中一个上士望着她的货车预言：“谁要想筇战争过活，就得向它交出些什么/ 这个把 

生活希望完全寄托于战争的女人，扱终落得家破人亡：她的三个孩子全部死于战争•阿多诺随后的 

论述涉及了里面的部分情节• —— 汉译注

[3] I 泰 库 科 利 （ Rairnondo Montecuccoli，1609-1680)，奥地利陆军兀帅、年••卞理论來、著 

《战争艺术》等。------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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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模式，然后造成了戏剧的难以置信。坏政治变成了坏艺术，反之亦 

然。但是作品越少声明连它们自己都不完全相信的东西，它 们 变 得 越  

是合理，同时它们也就越不需要超出其自身的额外意义。此外，每个阵 

营中真正有利益关系的党派大概都能在战争中成功存活，即便今天也是 

如此。

这种难题甚至在其诗歌艺术中不断繁殖，一直影响到布莱希特式 

的语调（BrecMscherTon)。尽管这种语调确实独一无二—— 成熟的布 

莱希特对其质量或许并不看重—— 但是它依然被其政治的虚假所毒害。 

因为他拥护的事业并不仅仅像他长期虔诚相信的那样，只是一种不完 

善的社会主义，而更是一种盲目且非理性的社会力量卷土重来的暴政 

(Gewaltherrschaft)。当布莱希特成为这种暴政的颂圣者且自我认同这种 

暴政时，他的抒情嗓门就不得不吃沙咽土，开始变得粗声粗气、吱嘎作 

响了。青年布莱希特过于夸张的青春骚动已经背叛了知识分子虚构的勇 

敢—— 因对暴力感到绝望，他便焦急不安地投身到暴力的实践当中，而 

这种实践正是他有千万条理由感到恐惧的东西。《措施》中的野号叫湮  

没了灾难降临的噪音，而布莱希特则狂热地想把这种灾难宣布为摇救。 

甚至布莱希特最好的作品也被其介人的欺骗性污染了。它的语言表明， 

在潜在的诗性主题与其已经释放出来的信息之间，二者的距离是何其遥 

远。为了填平鸿沟，布莱希特装腔作势地借用了被压迫者的措辞。但是 

他所拥戴的教条需要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语言。于是他语调中的率真与 

质朴便成为一种虚构。把这种虚构揭示出来的是那些夸张的标i己，是落 

套或土里土气的表达方式。这种语言常常自我陶醉，以至于还没有丧失 

天然感受力的耳朵也必须被灌输它们需要听到的东西。这种话语风格是 

傲慢的，对于如此说话的受害者来说几乎就是耻辱，仿佛我们就是其中 

的一员。 一 + 人可以扮演任何角色，但是却不能假扮成无产阶级的成 

员。对介人最厉害的指控是，当用意过于明显时，即便是正确的意图听 

起来也是虚假之音，它们若是因此掩饰自己就更加虚假。布莱希特的晚 

期剧作依然在语言层面保留着智慧之姿，虚构出的老农如同那个诗性主 

题一样充满了史诗经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不再可能拥有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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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部 “帝俄农民”（Muschiks) 的在地性经验：沉闷的语调变成一种宣传 

技巧之后使我们相信，正确的生活就在被苏联红军（Rote Armee) 接管了 

的地方那里。由于哄骗我们已经实现了的这种人性确实无法被证明，布 

莱希特的语调就超出了人们的记忆，退化为远古社会关系的回声。晚年 

的布莱希特距离官方认可版的人道主义并不遥远。一个西方记者可以把 

《高加索灰阑记》（DerKauiasischeKrddefcrefs) 看作歌颂母性的赞美诗’ 

当那个伟大的年轻女孩作为榜样与那个患有偏头痛的暴躁女人形成对比 

时，谁不为之感动呢？把其作品献给了 14为艺术而艺术”这一格言发明者 

的波德莱尔，或许就不适合于这种净化作用（Katharsis)。即便像《老子 

出关途中撰写〈道德经》的传说》Ĉ gendevoucferEntete/iungc/esBuches 

au/" ctem Wfe容 cfes Laofse in d/e ■Em^ fafl'ou) 这类雄心勃勃、技艺精 

湛的诗歌，它们也被整体上直白如话的戏剧风格给糟蹋了。曾经被布莱 

希特的古典主义先驱斥之为村野白痴的东西，以及被压迫者和穷困潦倒 

者的残缺意识，如今却被他（像一些存在主义的本体论者那样）奉为古代 

真理。布莱希特试图把自己的高度教养、精妙趣味与他绝望地强加于自 

身的、粗鲁的他律要求调和到一起，这样他的全部作品就成了一种西西 

弗式 劳作（Sisyphusanstrengung)。

苦难问题

我并 不 想 缓 和 “奥斯维辛之后继续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说法> 它 

以否定的方式表达了鼓励介入文学的冲动。在萨特的戏剧《死无葬身之 

地 》 （Morts sans sepulture) 中，有一个人物曾问过这样的问题： 要是有 

人打你，打得你都骨折了，这时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吗?” 111同样的问题 

是，当今的任何艺术是否还有存在的权利；社会本身的退化是否就一定 

意味着介入文学概念所代表的精神退化。但是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

m  参见 [法〗萨特：《死无弈身之地》，沈志明译，见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船第5_©, 

第 215页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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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 格 （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的反驳同样也是正确的----文学必须

反抗这种定论，换言之，必须证明它在奥斯维辛之后的继续存在不是向 

犬儒主义屈服投降。矛盾的是文学的处境本身，而非人们它的态度。 

大量真实的苦难不允许被遗忘；帕斯卡尔的神学格言“不应该再睡觉了” 

(On ne doit plus dormir) 必须被世俗化。不过这种苦难，也就是黑格尔 

所称的不幸意识（BewuBtseinTOiiNSten) ,在禁止艺术存在的同时也要求 

着艺术的继续存在；实际上也只有在现在的艺术中，苦难才依然能感受 

到它自己的声音，获得慰藉而没被慰藉直接背叛。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艺 

术家们已经遵循了这一原则。他们作品中那种不妥协的激进主义，被诋 

毁为形式主义的种种特征，赋予它们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而这也正是 

有关受害者的软弱诗歌所缺少的东西。但是，即便勋伯格的《华沙幸存 

者》（Dberiebendevon购rscAau) 也陷人了这一困境，它以自律的艺术结 

构去强化他律，直至变成地狱。勋伯格的乐曲中有一种让人遮尬难堪的 

东西一这并非在德国引起愤怒的原因，实际情况是，这些乐曲阻止了 

德国人去压制他们不惜任何代价都想压制的记忆。然而，当苦难被转化 

为形象时，它们的刺耳与不和谐就好像面对着正被侵犯的受害者，依然 

会让人感到羞愧难当。因为受害者转变成艺术品而被抛给这个把他们毁 

掉的世界，让其大快朵颐。人们被枪托击倒在地的赤裸肉体痛苦经过所 

谓的艺术再现后，总会引发哪怕一点点的愉悦。责令艺术一刻也不能忘 

记这种痛苦的道德律令滑向了其对立面的深渊。程式化的美学原则，甚 

至唱诗班的庄严祷告，让这无法想象的东西看似具有了某种意义；它已 

变形走样，一些恐怖的东西被拿掉了。单凭这一点，它就不公正地对待 

了受害者；当然，也没有哪种试图躲开受害者的艺术能堂堂正正地站在 

正义要求面前。就连那种绝望的声音也是对一种骇人听闻的肯定表达敬 

意。那些低于最高水平的作品就更容易被人接纳了，因为它们有助于“清 

理过去”（AufarbeitungderVergangenheit)。当种族灭绝也成为介入文学主 

题中的部分文化遗产时，与那种产生过谋杀的文化继续合作就变得更容 

易了。这种文学有一种差不多一成不变的特征：即便在所谓的“极端处 

境”（extremeSituaricmen) 下 （实际上也正是在那里)，人性依然茁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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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有时候，这种情况又成为一种可以确认恐怖的阴暗的形而上学（ d b e  

Metaphyslk) :先是极力把恐怖制作成“边缘处境”（Grenzsituarion) W , 

然后承认这种处境揭示了人类的本真状态。在这样一种亲切友好的存在 

主义的氛围中，刽子手与受害者的区分变得模糊了；毕竟，二者同样都 

悬浮在虚无的可能性之上，而一般来说，刽子手当然更容易承受虚无。

卡夫卡、贝克特与当代实验主义

如今，这种形而上学已同时蜕化为一种智力游戏，其信徒像1933 

年之前一样，依然痛骂着艺术对生活的扭曲、变形和颠倒，仿佛忠实地 

反映了暴行的作家需要对他们抵抗的东西负责。体现这种态度的绝佳范 

例是下面这个有关毕加索的故事，它依然在德国“沉默的大多数”中广 

为流传。纳粹占领军的一位军官造访画家的画室，然后指着《格尔尼 

卡》问：“这是你千的? ”据说毕加索答道：“不，是你千的。”自主的艺 

术作品像这幅画作一样，坚决否定着经验现实；它们摧毁那些毁灭性的 

东西，而仅存的则单纯以其存在本身无止境地背负着罪感。不是别人， 

正是萨特看到了作品的自主与意愿之间的关联，这个意愿不是被硬塞到 

作品之中，而就是作品自身面向现实的姿态。萨特写道：“我们同意康德 

的说法，艺术作品没有目的。但这是因为艺术作品本身便是—个目的。 

康德的表述没有呈现出在每幅画、每座雕像、每本书里面回荡的那个 

诉求。” 121这里唯一需要补充的是，这种诉求与作品在主题上的介入并

m 这里依然是对萨特存在主义文学的批评•在((什么是文学?》的第西部分内容中，萨特反 

s 强 调 “我们位于处境之中”，要 “创造一种极端处境文学•，因此，这里所谓的■■极端处境''和■'边 

缘处堍”应该直接来自萨特，但 萨 特 使 用 过 " 极 端 处 和 “平均处境- (avenge 

situations) , 似未说过“边缘处境”（两个英译本一者译为 limiting situations，一者译为boundary 

situation)•“边缘处境”或许对应的是萨特的“平均处境”•参见 I法〗萨特••《什么是文学?>，施康强译， 

见沈志明、艾取主编：《萨特文集》第7 卷，第 254、256、318页，亦参见 

Literature? pp. 162* 163,165,228, — 汉译注

[2] Jcan-Paul Sartre, Was ist literatut? Ein Essay, S, 10. What is Literature? p. 34. Jcan-Paul Sartre, 

Q u’《t-cc gUC ia 此如雖匕匕 s — &仏 P a ^  GalUmard，1975, p U 法 1萨持• •《汁么是文学?》，施 

康强译，见沈志明、艾珉主编t 《萨特文犯》笫 7 卷，笫 ⑶ 页 . —— 职注、英译注S 汉译注



256 丨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论笔选

不存在直接关系。作品的极端自主性，既不适应市场又不依赖商业通俗 

化，因而不知不觉就具有了攻击性。然而，这种攻击并不抽象；面对•那 

个不肯宽恕的世界，也并非所有不愿完全屈从于它的艺术作品者P具有这 

样一种确定不移的态度。确切地说，这些作品与经验现实保持的距离同 

时也是以这种现实为中介的。艺术家的想象并非无中生有的创造，只有 

业余爱好者（Dilettanten) 和感觉灵敏的艺术家（Feinsinnige) 才会如此认 

为。反抗着经验现实的艺术作品恰恰借助着经验现实的力量，这种力量 

排斥着精神创造，并把精神创造返还给了它自己。没有哪一■种艺术创造 

物的内容和形式范畴一无论它如何变形，如何不知不觉一一不是源于它 

所逃离的经验现实。

正是通过艺术与现实的这种关系，并根据形式法则对该关系诸元 

素进行重组，才让艺术和现实真正走到了一起。即便是激起文化庸人 

(SpiefMrger) 深仇大恨的先锋派的那种抽象（它与概念或逻辑的抽象毫 

无共同之处)，也是那个统治着社会的客观法则的抽象反映。这在贝克 

特的作品可以看得分明。它们享有着当今唯一令人值得敬佩的声名：每 

个人在它们面前都吓得瑟瑟发抖，但没有谁能否认这些古怪荒诞的戏剧 

和小说是人人都知道但无人敢说的东西。哲学辩护士把他的作品夸成了 

人类学素描，但实际上它们处理了一种极端具体的历史状态：主体的退 

位 （der Abdankung des Subjekts)。贝克特的“瞧，这个人” （ Ecce homo) 

就是人类已经变成的样子。这些人用流干泪水的双眼，透过贝克特的句 

子，沉默地向外凝视着。他们施展的魔法（他们也着魔了）在呈现在他 

们身上时碎了一地。他们承载的对幸福最低限度的承诺（这种承诺拒 

绝与任何慰藉做交易），只能通过这样的代价获得：将词的发音做到极 

致，直到失去一切与世界的关系。要是满足介人艺术作品的理念，就 

必须放弃对世界的任何介人—— 作为理论家的布莱希特发明的“间离手 

法”（Verfremdung) 已深人人心，但是随着作为艺术家的布莱希特越来 

越八面玲珑地把自己奉献给人类，他对该手法的实践也就越来越少。这 

种悖论有可能被斥之为诡辩，它不怎么依赖哲学，却可以被最简单的经 

验证实：卡夫卡的叙事作品（Prosa)、贝克特的戏剧以及他那部真正怪



介 入 I 257

异得叫人害怕的小说《无法称呼的人》（DerNamen/ose) 都有这样一种

效果---官方的介人作品与之相比，看上去就像小玩闹（Kinderspiel)。

他们唤醒了存在主义只是挂在嘴边的“畏”。在对假象的破除中，卡夫 

卡和贝克特从内部爆破了艺术，而所谓的介人却只是从外部服从于艺 

术，于是这种介入也就只能浮在表面。他们的作品所呈现的那种无法抗 

拒的必然性迫使态度发生改变，而在介人性作品中这种改变只是过过嘴 

而已。一旦被卡夫卡的车轮所碾压，人们就永久丧失了与世界和睦相 

处的感觉，也永远失去了用“世界进程变坏”这一判断安慰自己的机 

会；这样，屈从于恶的绝对权威、对这种权威的内在认同也就被焚毁一 

空了。

但是，作品的抱负越大，沉沦与失败的概率也就越高。因为远离了 

客观再现和易懂好解的连贯意义，绘画作品与音乐作品中的张力已明显 

消失，这种情况在许多方面也以令人憎恶的“文本”表达形式感染了文 

学。这类作品徘徊在冷漠的边缘，并神不知鬼不觉地退化为—种业余手 

艺 （Bastelei)，退化成如今已被其他艺术形式抛弃的重复性套路和装饰性 

图案。正是这种发展常常为介入的粗糙需求提供着一种合法性。用形式

结构挑战谎话连篇的意义实证性，很容易滑向另一种无意义之中------

种实证主义的形式安排，一种对元素的空洞玩弄。这样，它们就沦陷到 

它们当初极力逃脱的领域。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文学非辩证地把自己与 

科学混为一谈 ，并徒劳地想与控制论（Kybemedk) 融为一体。这些极端 

情况聚首，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让沟通与交流失能的东西变成了交流理 

论的3昏物。没有什么明确标准能在确凿的意义否定和糟糕的、一刻不停 

地自说自话的无意义肯定之间划清界限。尤其不能通过对人性的诉求和 

对机械化的沮咒来划清界限。就其本质而言，那些通过其存在对统治自 

然的合理‘性 （Rationalitat) 的受害者加以支持的艺术作品在它们的反抗中 

也往往会卷入合理性本身的进程„ 假如它们否认了这点，它们就会在美 

学层面和社会层面变得软弱无力：只不过是高级黏土而已。把每一部艺 

术作品中的原则团结起来的组织构造，恰恰借助的是艺术作品反对的那 

个自诩为总体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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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与德国的文化传统

历史上，法国意识和德国意识对待介人问题的方式是截然对立的。 

在法国，美学一直或隐或显地被“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统治着，与 

学院派和保守派的癖好相一致。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要对它进行反抗^ [1] 

在法国，即便是极端的先锋派作品，都能从中感受到愉悦和装饰的诱 

惑。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呼吁存在、号召介人在那里听上去就很革命= 

德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艺术从任何外在目的中解放出来—— 虽然它是 

被德国人康德首先在理论层面提升为一种纯粹且不容收买的趣味标准

的----- 直被深深植根于德国唯心主义的传统怀疑着。这一传统中第

—份著名文献是席勒关于戏剧作为一种道德制度的论述，它已被精神 

史中的大师们奉为经典。然而，这种怀疑不大是因为伴随着它的精神 

绝对化的高度—— 德国哲学对这种绝对化直至傲慢的吹捧正是它让人不 

快的地方。毋宁说，它恰恰是被无目的艺术作品显示了社会的这一面 

所引发的。因为这种艺术让人想到了感性愉悦，即便是最极端的不和 

谐 （并且恰恰是这种不和谐）也通过升华和否定参与到了这种愉'说之 

中。德国思辨哲学看到这种超越性时刻包含在艺术作品的内部—— 其内 

在本质总是大于它的存在—— 于是就要求它出示品行良好的合格证书。 

按照这一潜在传统，艺术作品绝不能为它自己存在，因为否则的话——  

就像柏拉图那里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家社会主义给它打上的经典洛印一 

样—— 它就会成为柔弱之源，成为为行动而行动的障碍：一种德国版 

的原罪。那种总是祈灵于路德（Luther) 和俾斯麦（Bismarck) 等人名 

字的快乐敌视者（Gliicksfeindschaft)、苦行者和道德家无暇顾及审美自 

主，绝对律令的激情中也存在着一股臣服于他律的潜流。这种律令一方 

面应该是理性本身，另一方面则是需要盲从的既定之物。五十年前，

[1] “大家知道，纯艺术和空虚的艺术是一回事，美学纯洁主义不过是上个世纪的资产者们

漂亮的防卫措施，他们宁可被人指责为缺乏修养，也不愿意被说成是剥削者 Jean-PaUl Sartre, Was 

iStUteratur?EinEsSay,S.20.附wf/slife嫌 ikt?p,17.[法】萨特：《什么是文学?》，施康强译，见沈志明、 

艾珉主编：《萨特文集》第7 卷，第 页 8 —— 原注、英译注暨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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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斯特凡•格奥尔格就有同样的敌意，他的学派也被攻击为法式唯美 

主义者。

今天，没有被炸弹除掉的恶臭已经与针对新艺术所谓的“不可理解 

性”（Unverstandlichkek) 所形成的暴怒勾肩搭背，联起手来。这些攻击的 

根本冲动是小资产阶级对性的憎恨；西方的道德先生与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的意识形态管家对此也深表认同。没有什么道德恐怖主义能够阻止艺 

术作品的这一面为其受众提供的愉悦，哪怕只是从实际目的的强制中暂 

时获得自由这一形式事实。托马斯.曼把这种艺术特性称为“高级闹剧” 

(hohererjux) -—— •个让道学家无法忍受的概念。尽管布莱希特本人并 

非没有禁欲苦行的品性—— 这种品性改头换面后重现于伟大的自主艺术 

对消费的抵抗之中—— 他就正确地嘲笑过快餐艺术；但是作为聪明异常 

之人，他不会不知道愉悦在整体的审美效果中绝不能被完全忽略，无论 

这个作品有多么残酷无情。作为纯粹重塑的客体，审美客体的优先性不 

能走私消费品或虚假和谐，让它们绕道而回。尽管愉悦时刻常常重现于 

作品的效果之中（即便当它从作品效果中连根拔掉之后)，但是统领自主 

艺术作品的原则不是总体效果，而是作品自身的内在结构。这样的作品 

以非概念客体 （ begriffsloser Gegenstand) 的形式体现为一种知识。这是其 

高贵体面之源。它们不需要劝人必须信其有，因为这有已给予人们。这 

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德国应该鼓励自主性作品而非介入性作品的原因。 

介入性作品过于轻信自己拥有每一种崇高价值，然后又把这些价值随意 

处置。在法西斯主义之下，没有什么暴行没经过道德合法性的梳妆打 

扮。今天那些在德国鼓吹伦理和人性的人正在等待机会，以便据其标尺 

对他们谴责的那些人施加迫害，以便把他们在理论上对现代艺术非人道 

的指控付诸实践。在德国，介入常常意味着不厌其烦地重复所有人都在 

说的东西，或者至少是所有人都暗自希望听到的东西。隐含在艺术宣言 

中 的 “讯息”观念，即便它在政治上激进，也已包含着一种对世界的适 

应：宣讲者的姿态隐藏着他与听众秘密结成的共谋关系，而听众只有废 

除这种关系，才能从其幻觉中获得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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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艺术的政治

那种为人类而存在的文学—— 既符合介人原则也能满足道德庸人需 

求—— 因为背叛了能够帮助人的东西而背叛了人类，只有它不装腔作势 

时才能对人类有益。但是，任何文学若因此推断它能独断专行并且仅为 

自己存在，它也仍然会退化为意识形态。艺术无法走出非理性的阴影：

即便反对社会它也仍是社会的一部分，但面对社会它又必须闭目塞听。 

不过当艺术诉诸这种非理性，并武断地把思想限制在符合艺术的偶然‘性 

上，从而使它成为一种存在的理由（ raison d'Stte) 时，它就用欺骗手段把 

自己的诅咒转变成了一种神正论（Theodizee)。即便在升华程度最高的艺 

术作品那里，也有“它将与众不同”隐藏其中。假如一个作品仅仅是它 

本身，与别的东西无关，就像在一个科学的结构之中，它就变成了坏艺 

术—— 字面上所谓的“前艺术”。然而，真正的意图时刻又只能以作品本 

身的形式为中介，而形式则晶化为一种应该存在的他者状况的类似物。 

作为纯粹的人工制品或产品，艺术作品（甚至文学作品）指向了一种它们 

戒绝的实践：创造一种应当如此的生活。中介不是介人与自主之间的一 

种妥协，也不是高级形式要素与被真实或假定的进步政治激发出来的精 

神内容的一种混合。艺术作品的内容绝不是被注人其中的精神：如果它 

是什么的话，还不如说是其对立面。然而，对自主性作品的强调本质上' 

又是社会政治的。当下政治的假模假式，任何地方的历史关系都没有融 

解迹象的冰结固化，都迫使精神走向了一个它不需要纡尊降贵的地方。 

今天，每一种文化现象，即便是自主性作品这种“正直模范”，也很容易 

窒息于文化扯淡（KulturgewSsch) 之中。但吊诡的是，在同一时代，正是 

艺术作品默默地维护着政治无法接近的东西。萨特本人在一段文字中己 

表达了这一真理，这的确归功于他的诚实。W 这不是一个为了政治性艺术 

的时代，但政治已经移植到自主艺术之中，而且它的根扎得如此之深， 

以致作品中的政治似乎已经死掉。一个例子是卡夫卡的玩具枪寓言，其 1

[1] Vgl. Jean-Paul Sartre, Uexistendulisme est un humanisme, Paris, 1946, p. 105,----- 原注毁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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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暴力的理念与政治接近瘫痪的破晓意识融合在一起。保罗 •克利 

(Paul Klee) 也算介入艺术与自主艺术之争中的一个人物，因为他的作

品----杰出的写作 （ dcriture par excellence) ----有文学之根；假如没被这

些根须滋养，它就不会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或之后不久，克利在 

系列漫画中把德皇威廉二世 （ Kaiser Wilhelm) 画成了一个毫无人性的牛 

皮 大 王 （Eisenfresser)。后来在1920年，这些东西变成了—— 其发展轨迹 

清晰可见—— 《新天使M Ange/usiVovus)。尽管这个机器天使不再带有任 

何讽刺漫画或介人的标志，但它已远远超越于二者之上。机器天使的神 

秘双眼逼着观众做出决断：它宣吿的究竟是灾难之最，还是隐藏在其中 

的救赎？但是，'用这幅画的拥有者瓦尔特•本雅明的话说，它就是—个 

只取不予的天使。

2006年 9 月、2014年 8 月选译 

2019年1〇月补译、校译



书信作家本雅明[1]

瓦尔特•本雅明本人从一开始就是他作品的媒介，他的幸福与他的 

精神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至于通常被称为“生活的直接性” （ Unmlttelbarkdt 

desLebens) 的东西能从他身上折射出来。虽然他不是苦行者，也没有给 

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但即便在他的外表上，也有一种近乎无形的东西环 

绕左右。虽然本雅明对他之自我的掌控异于常人，却似乎疏离于自己的 

身体（Physis)。用理性手段去捕捉精神分裂症表现出来的经验，这种'■倣 

法很可能是其哲学意图的根源之一。正如他的思想对立于存在主义的人 

之概念一样，从经验上看，尽管他极端个人化，但他似乎根本不是一个 

人，而是一个运动的舞台，在那里，一些内容从他身上冲杀出来，变成 

了语言，表达了自己。思考这种特征的心理起源毫无意义；这种思考预

设了一种正常生活的观念-----种被本雅明的思辨思想爆破了的观念，

而一般的墨守成规的心态越是固执地坚持这种观念，完全留在生命中的

[ 1 ] 本文原名《写信人本雅明》（“Benjamin* der Briefschreibei:’’ ) ，是阿多诺为《本雅明书信 

集》 jBe/j/amin: jBife/b，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Gershom Scholem and Theodor W Adorno, Frankfort

amMaiiKSUhrkamp, 1966,PP.14>21)撰写的序文之一 (另一序文由肖勒姆所作> , 后 被 收 入 《文学 

笔记》，最终进入《阿多诺文集》。本文的英译有二：（1) “Benjamin the Letter Writer,”  in Afofesfo 

Literature, Vol. Two, 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33-239. 

(2) ^Benjamin the Letter Writer/* in Gershom Scholem and Theodor W Adorno, eds., The Correspondence 

o f Walter Benjamin, 1910-1940r trans, Manfred R. Jacobson and Evelyn M. Jacobs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l 994, pp. xvii-xxii,本文根据第一个英译本并参考第二个英译本译出， 

关键用词及术语核对了德语原文（GesammdfeSc/m’ffm*N〇fe/i Bd. 11， Frankfort am Main:

Suhrkamp Vcrlag, 1974, S. 583-590) *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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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越少。本雅明曾对他自己的笔迹发表过评论（他是一位优秀的笔迹 

学家），大意是它的主要目的不是透露任何东西，而是主要证明了他对自 

己这个维度的态度；而在其他方面，他根本不去过问自己的心理。

几乎没有什么人能成功地使他自己的神经官能症（Neurose) ——  

如果确实是这种症状的话—— 如此富有生产性。精神分析学中的神经 

官能症概念意味着对生产力的阻碍，对能量的误导。这种事情根本没 

有发生在本雅明那里。这个疏远了自己的人的生产力只能通过这样一 

个事实加以解释：一些客观的和历史的东西已经沉淀在他敏感的主观 

反应形式中，使他能够将自己变成一个客观性的感觉器官 （ Organ von 

ObjektivMt)。无论本雅明如何缺乏直接性，无论这种直接性以前如何 

必须成为他所隐藏的第二天性，它都已消失在一个被人类关系的抽象法 

则所支配的世界中。它只能以最痛苦的痛苦为代价，或者是虚假地表现 

为可容忍的天性。早在本雅明完全意识到这些问题之前，他就从中得出 

了结论。在他自身那里，以及在他与他人的关系中，他毫无保留地把精 

神放在首位，而这一点代替了直接性，成了他的直接性的形式。他的个 

人举止有时接近仪式。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看到斯特凡•格奥尔格及 

其学派的影响，可本雅明在哲学上与他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即使是在 

年轻时，他从格奥尔格那里学到的也只是仪式的模式。在他的书信中， 

这种仪式甚至延伸到了排版和纸张的选择，这对他起到了非同寻常的重 

要作用；即使在他移居国外期间，他的朋友阿尔弗雷德•科恩（Al&ed 

Cohn) 也仍然继续为他提供一种特殊的纸张作为礼物。 在他年轻时，仪 

式行为最为明显，只是当他走向生命的尽头时，他才变得松弛起来，仿 

佛^•灾难•比死亡更糟糕的事情的恐惧唤醒了他深埋在自己心中的自 

发性表达，而这种表达曾经是他通过模仿死亡而驱逐出去的东西。

m 不仅仅是书信，排版和纸张的选择也体现在他的手嵇中.乌尔苏拉.马克思写进•••与瓦 

尔泽一样，本雅明也是—位书写纸页的美学家•作为文字随，手 舰 应 鄉 心 悦 n 麵兔瓦  

尔特•本雅明档案馆编：《本雅明档案》, 李士勋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坂社2〇丨9 年叹、

页 .—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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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是一个伟大的书信作家。很明显，他对写信充满热情。尽管 

经历了两次战争、第三帝国和移居国外，许多书信还是得以幸存。很难 

从中做出选择。111书信成为本雅明的文学形式之一。这种形式传递着主要 

的冲动，但在它们与收件人之间插人了第三件事情：对所写内容的艺术 

塑造，仿佛这符合客观化的法则，尽管书信写作的时机与场合各异；但 

同时也多亏了这些机缘，仿佛非如此则这种冲动就不具有合法性。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思想家，他们对其书写对象最贴切的见解往往也是有关他 

们本人的见解，本雅明也是如此：将晚年歌德描述为他内心自我的书i己 

员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这种第二天性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且无论 

如何本雅明也会平静地接受这种责备。书信对他来说是如此投缘，因为 

从一开始它就鼓励了一种被中介的、客观化的直接性。写信在被冻结的 

文字媒介中制造了一种虚构的生活。在信中，一个人可以否认隐居，却 

仍然能够离群索居，与世隔绝。

~个与通信没有多少直接关系的细节也许可以揭示本雅明作为一 

个书信作家的具体特征。我们曾经谈到过书面语和口头语之间的差异， 

例如，人们有时会在面对面谈话时忽略语言形式的考虑，为了有些人‘情 

味，在本应需要严格说简单过去时的地方使用更舒适的完成时。本雅明 

对语言的细微差别有着极其敏锐的听觉，但他拒绝了这种区别，带着某 

种情绪驳斥它，就好像被触到了痛处。他的书信是一种在讲话中书写的 

语音形象。

然而，这些书信却因其背后的这种放弃而得到了最丰厚的回报。这 

便是为什么它们被更多的受众所接受。用歌德的话来说，这个 真 正 “在 

五彩折光中”（derfarbigeAbglanz) |2丨体验现在的人，被赋予了超越过去

【1】 Walter Benjamin, Briefs, Hrsg. Und mit Anmerkungen verschcn von Gershom Scholem und 

Theodor W Adorno  ̂Frankfurt a. M. 1966.---- 原注

[ 2 ] 语出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第一蒂《宜人的佳境》结束部分。此部分展现了失去了爱情 

与对爱人怀有罪恶的浮士德，在充满上帝灵性的自然之中得到了净化与治愈。他的生命在真善美 

的感召下，重新焕发生机，继续走上了接近他的向上之旅。这一思想在一个比喻（浮士德在潑布  

之下者到阳光因水的折射，变成了五彩斑斓的彩虹）中得以形象化地展开：“穿岩隙而泻的潑布，/ 

我越舒越是喜不自胜，/它一跌而化为水柱千条，/再跌则万道激流翻滚，/一阵阵水珠飞（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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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书信形式现已不合时宜，而这种情况在本雅明的有生之年就已 

出现；这样说并没有质疑其书信的意思。重要的是，当打字机早已流行 

的时候他却依然尽可能手书，同样地，写作的身体行为也给他带来了快 

乐一 ~他喜欢摘录和誊抄一 就像机械辅助工具使他感到厌恶一样；在这 

方面，论 笔 《技术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就像他其他阶段的思想传记一 

样，是对侵略者的一种认同之举。写信是个人的一种要求，而如今这种 

要求已无法被公正对待，因为整个世界都不愿意尊重它。当本雅明说再 

也不可能把任何人漫画化时，他几乎表达了这种状况，就像他在《讲故事 

的人》这篇论笔中所做的那样。在一个贬低每个个体并将其降格为某种功 

能的总体化社会结构中，任何人在信中述说自己、仿佛他仍然是信中所 

说的那个独异于总体之外的个体的举动已不再具有合法性：信中的那个 

“我”已经有了一些虚幻的东西。

不 过 在 经 验 崩 溃 （ZerfallderErfahrung) 的时代，人们已不再主观 

倾向于写信。111目前看来，技术似乎正在消除书信的先决条件。由于通 

讯的手段变得更为快捷，时空距离正在缩小，书信已不再显得必要，它 

们的内在本质也在瓦解。本雅明带给书信写作的是一种古色古香与无拘 

无束的才华，对他来说，书信代表了正在消失的习俗和它的乌托邦式回

(转上页）® 高空• / 彩虹万变不离其宗何其鲜明，/ 拱然横跨于飞泉之上，/ 时而轮廊清晰，时而 

消散干净，/ 在四周化为雾状的凉雨. / 这正反映着人的奋进。/ 沉思一下，你就会僅得：/ 我们是 

在五彩折光中感悟人生。”最后一句诗的意思是：“人生的真相，其自体不能直接掌握.只能以其 

虹一样的映象，或以各种象征、比喻之形掌握之，驮 德 在 《气象学试论》（1825)中说：‘与神圣同 

等的K 实，我们不能直接认识，我们仅由其反映、例证、象征，在特殊的和有关的现象中见之/  * 

以±诗歌部分采用绿原译本，注释部分采用钱春绮译本（他把最后一句译作：“要从多彩的映象酋 

识人生”）. 参 见 《浮士德》，《歌德文集》第 1 卷，绿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販社1999年版，笫 

212—2 1 3页 •《歌德文集 .浮士德》，钱春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 275页 .—— 汉译注 

⑴ 经 验 崩 溃 、贬值 .贫乏等等，是本雅明对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判断，而这种S 验便是 

“Erfihrung' 以区别于本雅明谈论的另—种 经 验 -Erkbnis” <一般译作“经历” •体验”）•按 照  

美国学者詹明信的解释：“Eriebnis指的是人们对于某些特定的近大的取件产生的即时的体验•而 

Erfahning则指的逛通过长期的‘体验’所获得的智J J 。在把乡村生活的外界剌激转ffc为口传故亊的 

方式中起作用的逛第二种经验，即 ‘Erfahrung，，而在现代生活中人们 ?感受的足帘一种经验，

即 ‘E r f e W *.[美)危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和》，张 旭 紀 陈 Mf柯 队 北 京 >  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丨W 年版，第 317页，—— 汉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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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的婚合。促使他写信的原因还与他的体验方式有关，因为他将历史形

式—— 而信是其中之------看作自然，是一种需要破译的东西，是需要

被遵守的清规戒律。作为书信作家，本雅明的姿态接近于寓言家。对•他 

来说，书信是自然 -历史图像 （naturgeschichtliche Bilder), 是在稍纵即 

逝和衰败中幸存下来的东西。他的书信完全不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短暂

话语，它们因此获得了客观的力量------种配得上人类的表述和提炼的

力量。眼睛哀悼着事物即将遭受的损失，仍耐心而专注地逗留在它们之 

上，仿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它还能再度如此。本雅明私底下的一句话把 

我们引向了他书信中的秘密，他说：“我对人不感兴趣，我只关注物。”从 

这句话中产生的否定性力量完全等同于他的生产性力量。

本雅明早期的书信都是写给“自由德国青年运动” （ diefrddeutsche 

Jugendbewegung) 的朋友（有男有女）的，该运动是由古斯塔夫•维内 

肯领导的激进组织，其想法最接近在维克斯多夫自由学校共同体 （ die 

WickersdorferFreieSchulgemeinde) 中实现的那些东西。m 本雅明是该组织 

期刊《开端》OWang) 的重要撰稿人，此期刊在1913—1914年间引起了 

轰动。想象一下本雅明（他对各种事情的反应完全是与众不同的）出现 

在这样的运动中，或者实际上出现在任何运动中似乎都是自相矛盾的。 

他毫无保留地投入其中，极其认真地对待“演讲厅”（SprechsSIe) 中的辩 

论—— 那些没有参加的人已经无法理解一一以及所有参与其中的人，这无 

疑是一种精神补偿。本雅明天生就是要通过极端特殊性、通过他特有的 

东西来表达普遍性，他因此深受其害，以至于他狂热地寻找集体性，这

[1】 古斯塔夫.维内肯（Gu咖 Wynekm,1875-1%4),德国教育改革家，曾任教于袞宾达， 

被学校开除（丨MS) 后与同事创办■•自由学校共同体”，选址图灵根森林中的维克斯多夫村，在其  

后大约四年的时间里，维内肯全面地实践了自己的理论。在教育方面，他的作用更像是一个哲学普 

及者，他把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概念和更幽暗的尼采式生命哲学结合起来，其主旨宣扬作为新人 

类先声的“新青年”理念•他认为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它本身就是在创造潜能，而非仅仅是转向成 

人 的 “实用现实”的过渡-但他同时认为，目前不论是年轻人还是成年人，他们身上都还没有这种 

靑年的迹象•学校的职能就是去唤醒这种T?年理想，而且要通过传播文化实现之。本雅明在 1905—  

19〇6年曾跟随维内肯学习德语文学，维内肯那些唤醒青年的观点更是在本雅明的思想中发挥了关键 

的作用 .参见【美 1 ® 华德，艾兰、迈克尔.詹宁斯：《本雅明传》，王璞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 

社 2022年版，第 29 — 3 1页。一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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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徒劳的，但直到其思想的成熟阶段他依然没有消停下来。此外， 

他和年轻人一样普遍倾向于高估他最初接触的人。作为一个具有纯粹意 

志的人，他毫无疑问地认为他的朋友们与他一样，从始至终都在为激发 

自己的智识生活而努力奋斗。他最为痛苦的经历一定是他意识到，经他 

判断大多数人不仅没有他所认为的那种高尚力量，而且，他们甚至不想 

获得他认为他们能够拥有的长远目标，因为那是人类的潜力所在。

通过这种反思的媒介，本雅明经历了他热切认同的青春期，以及作 

为一个年轻人的他自己。年轻成为他的一种意识态度。他对这其中的矛 

盾完全漠不关心，也就是说，任何以天真为立场的人都否定天真，哪怕 

是 筹 划 “青年形而上学”（Metaphysikderjugend) 的人也强不到哪儿去。 

后来本雅明在说他“崇敬青年”时，阐明了他早期书信特点中的忧郁真 

相。他似乎想填平他自己的天性和他出于统治需要而加入的那个圈子之 

间的鸿沟。甚至后来，在他写关于巴洛克悲悼剧的书时，他说像国王这 

样的形象原本对他来说意义重大。早期的书信大部分都是阴云密布的， 

透着一丝专横，就像希图引燃大火的闪电> 这种姿态预示了他的精神力 

量后来所实现的东西。例如，年轻人或学生们会轻而易举又急不可耐地 

苛责他们之中最有才华的人身上的傲慢，而这种傲慢一定在本雅明那里 

真实存在，非常典型。这傲慢是不能被否认的。它标志着具有最高精神 

地位的人知道了他们的潜力在哪里，他们已经做到了何种程度，这两者 

的差异何在；他们通过一种在外界看来必然显得狂妄的行为方式来弥补 

这种差异。在成熟的本雅明身上，傲慢或统治的需要已越来越少。他的 

礼节极其优雅，登峰造极，这也被记录在那些书信中。在这种品质上他 

很像布莱希特；如果没有这个特点，他们之间的友谊就很难持续长久。

面对自己最初的不足，人们往往会因自己的好高骛远而感到羞 

愧~这种羞相当于他们早先的自我评估一~伴随着这种羞愧，本雅明 

终止了他对青年运动的参与，那时他已有了充分的自我意识。他只与阿 

尔弗雷德.科恩等少数人保持联系。还有恩斯特.舍恩 （ Ernst Schoen) : 

这段友谊一直持续至死。舍恩那种难以形容的文雅和敏感一定深深地影 

响了本雅明。当然，舍恩也是本雅明遇到的第一批与他的才能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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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之一。在学术计划失败之后和法西斯主义爆发之前的那几年里，本 

雅明的生活后来能够相对无忧无虑，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舍恩的支 

持；作为法兰克福广播电台的节目总监，他为本雅明提供了固定而频繁 

的工作机会。111舍恩是那种非常自信的人，他喜欢退居幕后—— 无怨无悔 

甚至完全自我抹杀。在谈及本雅明的个人生活时，我们更应该把他铭记 

在心。

除了与朵拉•凯尔纳 （Dom Kellner) 的婚姻之外，本雅明在解放时 

期 （dieZeitderEmanzipation)的重要经历是他与格肖姆.肖勒姆 （ Gershom 

Schoktn) 的友谊，后者与他才具相当；这可能是本雅明一生中最亲密的 

友谊。在许多方面，本雅明的友谊天分与他写信的天分都非常相似，这 

种相似甚至体现在古怪的特征上，例如使他与朋友保持尽可能远的距离 

的那种隐秘性—— 尽管朋友们在一个小圈子里走动，无论如何都会相互 

了解。如果本雅明因为厌恶“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 的陈词滥 

调而拒绝了在其作品中探讨“发展”这一概念，那么他写给肖勒姆的第一 

封信与所有早期书信之间的差异表明，除了他的作品本身所拓展的道路 

之外他实际上发展了多少，在给肖勒姆的信中，他突然摆脱了所有做作 

的优越感。取而代之的是那种无限温柔的讽刺，这使他在人际关系中魅 

力非凡，尽管他还具有奇怪的客观化和不可捉摸的品质。讽刺的元素之 

一是这个如此敏感和挑剔的人玩弄流行话语的方式，例如柏林方言，或 

犹太人的惯用表达。

从 2〇年代初开始，这些书信似乎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写的男卩些离 

我们那么遥远了。在后来的书信中，本雅明以迷人的报告文学和故事讲 

述，以精确的蒈句表达，而且偶尔（不那么经常）以理论论证来展现自 

己；当遥远的空间距离阻止了这个经常旅行的人与他的通信象进行口 

头讨论时，他不得不鸿雁传书。他的文学关系非常广泛。本雅明绝不是

[ 1 ] 关于舍恩为本雅明提供工作机会的情况，《本雅明传》中曾有如下记载：“恩斯特 •舍 恩  

还为本雅明打开了通向广播日常工作的大门•从1929年的下半年开始，本雅明频繁地在法兰克福和 

柏林的广播电台做节目。自19凶年 8 月到1932年春天，他的声音以不同的节目形态从扬声器中传 

出，总计超过八十次•” [美m 华德•艾兰、迈克尔•詹宁斯：《本雅明传》，第4〇2 页。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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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现在才被重新发现的不被人了解的作家。只有在嫉妒者面前，他的 

才华才会深藏不露；而通过《法兰克福报》（FranMirferZe/tang) 和 《文 

学世界》 (Lftera^ cheWWt) 等新闻媒体，这种才华已变得广为人知。直到 

法西斯主义逼近之时，他才被拒之门外；而即便在希特勒独裁统治的最 

初几年，他也能够以笔名在德国发表一些东西。这些书信不仅提供了他 

本人的进取图景，而且还呈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在专业交往和私 

人接触的幅度上，他并未受到任何政治考虑的限制。这些联系从弗洛伦 

斯 .克 里 斯 蒂 安 •朗 11]和霍夫曼斯塔尔121 —直延伸到布莱希特；在他的书 

信中，神学主题和社会主题的相互交织清晰可见。屡屡出现的情况是， 

本雅明适应了他的通信对象，却没有因此而削弱自己的个性；于是，他 

的机智，他的矜持，他所有书信的构成要素，都在为某种交际艺术服 

务。考虑到那些经常是构思精巧的句子实际上并没有让他的生活变得更 

为轻松，这多少会让人受到触动。尽管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但他与这个 

现状是多么格格不人，现状于他又是多么难以接受！

我想指出的是，当尊严不是一个纯粹的生存问题时，本雅明在忍 

受移民生活中依然保持尊严和泰然自若，尽管这使他最初几年的日子惨 

不忍睹，尽管他从来也没有骗自己留在法国很安全。为了那部伟大的作 

品—— 巴 黎 《拱廊街计划》，他忍受了危险。在那段时间里，他那种几 

乎没有人情味的品质对他的工作态度大有裨益> 他明白自己是他思想的 

工具，他也并不认为自己的生命本身就是目的，尽管或者正是因为他体 1

[1] 弗 洛 伦 斯 .克 里 斯 蒂 安 .朗 （ Florens Chrisrian Ran&  1864-1924),法学出身，后回到大学

学习神学，曾进人国家官惊体制之内，后来辞掉国家职务，成为柏林S 飞森协会的首席执行官•朗 

在今天已鲜为人知，但他的同代人却对他极为敬仰.马丁 •布伯称他为“我们时代最髙贵的德国人 

之一”，祖夫曼斯塔尔则把他视为那个时代的知识领袖之一•本雅明丨年结识了朗，在接下来的 

三年里，朗成为本雅明最重要的思想伙伴。郎去世后，本雅明说他的悲悼剧研究失去了—位 “理思 

读 者 '  «单行道》的 “内务部”中，“伽 II只” “降半J T 两小节文字便是本雅明为自己的好友朗留下 

的 追 忆 文 字 .参 见 [美 诚 华 德 .艾 兰 '迈 克 尔 宁 斯 :《本雅明传》,第 192-193、263-265页.——  

汉译注

P1 胡 戈 . 冯 . ® 夫S 斯塔尔（ Hugo von Hofm;mnsa u U 874- l 929) . 奥地利戏剧文、敗文京、 

诗人和短篇小说家，主耍作品有《咋口》《提香之死》《胆怯的人)>«正K的人》等•本雅明与他交往 

甚密 •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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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极为丰富的材料和经验；同样，他也没把自己的命运当作个人的不 

幸而悲伤叹息。对自己命运的客观条件的理解赋予他一种超越命运的力 

量；即便在1940年，当他无疑已在考虑自己的死亡问题时，这种力量也 

依然使他阐明了《论历史的概念》这样的论纲。

正是因为牺牲了生命，本雅明才成为一种依靠“没有牺牲”的理念 

而存在的精神。

2 0 2 2 年 1 1 月 1 4 日 译  

2 0 2 3 年 1 月 2 ( 5曰 校



叙述者在当代小说中的位置111

压缩在很短的时间里从形式方面谈一谈小说现状，这让我不得不力# 

问题的一个方面，尽管这么做显得粗暴。被我选中的这个方面是叙述者的 

位置。现如今，这个位置是以一种悖论作为标志的：般撤事已不再可能， 

但小说的形式却需要叙述。小说是资产阶级时代特有的文学形式。它的开端 

是 《堂吉诃德》对幻灭世界的体验，而对赤裸存在（bMeDaseins) 的艺术处 

理一直是小说的领域。现实主义内在于小说之中，即便是那些就其题材而言 

可被称为幻想式的小说，也试图以一种暗示现实的方式来呈现其内容。这种 

处理方式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小说发展中，但在今天的极度加速中已变得 

非常可疑。就叙述者而言，这一过程是通过一种主观主义发生的，这种主观 

主义没有留下任何未被改造的材料，因此破坏了叙事文学客观性或材料具象 

性 （Gegenstandlichkek) 的清规戒律。例如，假如今天谁还像斯蒂夫特121那样 1 2

[1] 《叙述者在当代小说中的位置》（“ Standort dcs EraShlcrs im zeitgcndssischcn R om an ") 原

本 是 阿 多 诺 在 “ 美国占领区广播电台 ” 发表的一次广播讲话，文字版发表于《强音》 杂 

志 19 5 4年 第 5 期 ，后 被 收 入 《文学笔记》第 1 卷，最终进人《阿多诺文集》，本文译自 •The Position 

o f  the Narrator in the Contemporary Novel,** in N otes to Litemturet VoL One, trans. Shicrry Weber Nicholscn, 

New Yoric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 " 1 ,  pp. 30>36. 关键用词及术语枝对了德语原文（Ge$ammc/te 

Schriftcn: N oten zur U tcratur, Bd. 11, Frankfurt am Main: Suhrkomp Verlag, 1974, S. 4 1 *4 8 ) .----- 汉译注

[2] 阿达尔贝特•斯蒂夫特（AdalbertStiftcr, 1805- 1868),奥地利小说京•著有短» 小说菜《彩 

石集》、长篇小说《晚来的里日》《维提科》等.他早期受德国浪溲派的影响，后来却日益倾向古典主 

义，追 求 “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自称“我虽然不足肷德，却s 他亲®中的一个* . 他的作品语 

言朴实生动，人物心理和生活细节刻画得f t切入 对自然 风 软 尤 K 公故乡波希米亚森林的描浍亲坊 

感人，富于诗S . 但人物形象大多苍白无力，愤节比校单调，细节描写往住过于袖咏，第一次世界大 

战后，文坛上兴起追求形式的潮流，他的作品因文？SffcX而开始$到屯视，一 汉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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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专注于具象的现实，并从经过沉思并谦卑接受的物质现实的丰满与 

可塑中形成效果，获得影响，那么谁就会被迫进人模仿之中，成为工艺 

制品的俘虏。他会因制造了谎言而感到内疚：这是一个怀着爱心把自己 

交付给这个世界的谎言，而爱的前提是这个世界具有意义；他最终会走 

向乡土艺术Pi，并以令人难以忍受的媚俗（Kitsch) 画上句号。若是从题 

材的角度考虑问题，困难同样巨大无比。正如绘画的许多传统任务已被 

摄影剥夺殆尽一样，小说的传统任务也被报告文学和文化工业的媒介（尤 

其是电影）取而代之。这意味着小说应该专注于通讯报道（Bericht) 所不 

能处理的内容。然而与绘画相反，小说从客体中解放出来受制于语言， 

而语言又迫使小说呈现出一种报道的假象，因此，乔伊斯对现实主义小 

说的反叛是与对推理式语言（diskursheSprache) 的反叛联系在一起的。

用 “古怪”“个人主义”和 K武断”来反对乔伊斯试图做的事情无法 

令人信服.遭到瓦解的是经验的同一 (Identkat der Erfahrung)，是那种 

使叙述者的态度成为可能的具有内在连续性和能被清晰表达的生活。人 

们只需注意这一点—— 对于一个参加过战争的人来说，若用过去讲述自 

己奇遇的方式来讲述这场战争是多么不可能—— 就够了。如果叙述者表 

现得好像自己已经掌握了这种经验，那么他的受众肯定会对他的叙述不 

耐烦和起疑心。“捧着好书，坐而读之”之类的观念业已过时，其原因不 

仅在于读者难于集中注意力，而且还在于书的内容和形式。因为讲故事 

意味着有一些特别的东西要说出来，而这种东西正是为那个被管理的世 

界、被标准化和永恒同一性（Immergleichheit) 所阻止的。除了任何带有 

意识形态内容的讯息之外，叙述者含蓄地主张的东西—— 仿佛世界的进 

程本质上仍然是个性化的进程，仿佛带着冲动和感情的个体仍然可以掌 

握命运，仿佛收心内视之人仍然可以心想事成—— 本身就是意识形态* 

廉价的传记文学四处蔓延，这是小说形式本身解体的副产品。

心理学领域—— 这些产品在此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 尽管收效甚

[ 1 ] 乡土艺术（Heitmtkumt) ,兴起于19世纪末的德国，是以描述田园农村之情趣、表现纯 

朴敦W之性格为主旨的一种艺术。代表作家有古斯塔夫•弗伦森（Gmmvprenssen，18l33- 1945)、苏 

德 曼 （ RSudermanrij 〗857-1928)等 。---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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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但也不能免于文学具象性的危机。甚至连心理小说的题材都是从它 

的眼皮底下被抢走的：已被正确观察到的情况是，当新闻记者有段时间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学成就热情倍增时，后者的发现其实早已被科 

学尤其是被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所超越。而且，这种对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过度吹捧可能都没说到位：就其作品中心理学所达到的程度而言， 

它是一种具有可理解性的、本质的心理学，而不是我们到处都能发现的 

人 类的、经验的心理学。正是在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显得非常先进。 

不仅传播学和科学控制了一切积极和有形之物，包括内在的真实性，从 

而迫使小说与经验性的心理学画地绝交，并使其沉迷于本质（Wesen) 与 

非 本 质 （Unwesen) 的呈现；而且社会生活过程的表面越紧密无间，越天 

衣 无 缝 ，就越会遮蔽本质。如果小说想要忠实于它的现实主义遗产并说  

出事实真相，它就必须抛弃那种只是靠复制表面现象（Fassade) 而助其掩 

盖真相的现实主义。将人性品质转化为机器平稳运转的润滑油的、人与 

人之间所有关系的物化，以及普遍的异化和自我的异化，都需要得到正 

视 ，而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小说更有资格担此重任。自有小说以来， 

确 切 地 说 是 自 从 1 8世 纪 和 菲 尔 丁 的 《汤 姆 . 琼斯》 以来，活生生的人 

类与僵化的环境之间的冲突就成为小说的真正题材。在此过程中，疏离 

(Em frem dung) 本身则成为小说的一种审美手段。因为人类自身、个人和 

集 体 越是彼此疏离，它们也就越是变得彼此神秘。小说的真正冲动，亦 

即破解外部生活之谜的尝试，就会变成对本质的追寻。而如今在社会习 

俗所建立的日常疏离的语境中，本质似乎既令人困惑，又加倍陌生。现 

代小说中的反现实主义要素，它的形而上学之维，是由其真正的题材所

唤起的 ----在 这个社会中，人与人被彼此撕裂，也与他们自身撕裂。审

美的超越性所反映的是对世界的祛魅。⑴

⑴ 阿 多 诺 在这里暗引了马克斯.韦伯的说法•韦伯在《学术怍为一种志业》指出.理性化 

llektualisiemng) 的过程就是祛魅的过程，借助于技术性的方法和计辟，世界被邮余了神秘♦ 此 

界 的 怯 魅 （EntzaubcrungdcrWclt), “nmiauberung1* 除 怯 之 评 外 ，还 存 除 ®  去 

, 七 “除a r 等 译 •参 见 【徳 ]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桂休：广西师范大学出杈社 

顺 年 版 ，第 167— 168页• — 汉译注



所有这些，在小说家有意识的考虑中几乎无其位置, 我们有理由认 

为，这种思考进人小说家的反思中，就像进人赫尔曼•布洛赫⑴雄心勃勃 

的小说中那样，不会给艺术作品带来好处。相反，形式上的历史变化被 

转化为作者特有的敏感性，而作家的等级则由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 

为记录仪，以判断何者被接受何者遭拒绝来决定。在对报道形式的敏感 

性上，没有人能超过马塞尔•普鲁斯特。他的作品属于现实主义和心理 

小说的传统，这一分支导致了小说在极端主观主义中的消解，其发展线 

路贯穿于雅科布森的《尼尔斯•伦奈》H和里尔克的《马尔特•劳丽兹•布  

里格》H等作品中，但与普鲁斯特没有经验上的历史联系。小说越是在外 

在事物上严格遵循现实主义，越是摆出“原本就是如此”的样子，每一 

个词就越是变得似是而非，而作家的要求与并非如此的事实之间的矛盾 

也就越大。作者无法避免的内在要求—— 他确切地知道发生了什么——  

需要证据，而普鲁斯特的精确性—— 它被带到了幻想的地步，而通过这 

种精确性，他的微观技巧使生命的统一体最终被分裂成原子—— 是审美 

感官在没有超越形式限制的情况下提供证明的一种努力。他不可能让自 

己从一开始就把不真实的事情说得好像真的一样。因此，他的循环式作 

品 （zyklischesWerk) 从入睡的记忆开始，第一部的整本书只是呈现了 

当美丽的母亲没有给男孩一个晚安的吻时他难以人睡的情景。不妨说#又 

述者建立了一个内部空间，这样就使他避免了误入那个陌生的世界，这 1 2

2 7 4 丨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论笔选

[ 1 ]  赫尔玆 • 布洛赫 （ Hermann Broch, 1 8 8 6 -1 9 5 1 ),奥地利作家，主要作品有《梦游人》《维 

吉尔之死》等• 他既把长期钻研的群体心理和政治理论运用于文学创作，也在其作品中使用了新 

的表现手段和艺术技巧，如意识流，内心独白、梦幻等，对 2 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影响颇大。米 

兰 . 昆德拉把他与卡夫卡、移齐尔、维托尔德 . 贡布罗维奇相提并论，称他们为 “ 中欧文学四杰”。 

—- 汉译注

[ 2 ]  延斯 • 彼得.雅科布森(]« iSP «tMJac〇bS〇n)1847-〗8 8 5 ) ,丹麦小说家，诗人。《尼尔斯 •伦  

奈》（M < *L r/m<r,l88〇) 是作者创作的长篇小说。一 汉译注

[ 3 J 赖内 . 马利亚 . 里尔克 （ 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奧地利诗人。《马尔特 ■ 劳 丽 兹 .布  

里格》全名为《马尔特 • 劳 兹 • 布里格手记》（D/eZu&e/c/i/mngeucfcsMa/feJlaur/ckBr^ge)，是作 

者历时六年（W 04 -1 9 1 0 )完成的笔记体小说，小说叙述一个出身没落贵族、性情孤僻敏感的丹麦 

宵年诗人的回忆与自白，某种程度上即是作者自身的写照。小说由71个没有连续情节、不讲时间顺 

序的箔记体断片构成，涉及孤独、恐惧，疾病 . 死亡，爱、上帝、创造等，集中表达了作者终生关 

注的各种精神问题。——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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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失误会在一个人表现得好像他很熟悉那个世界的错误语气中被暴露无 

遗。世界在不知不觉中被拉进了这个内部空间一~这一技巧被称为“内心

独白 ” （ monologue intirieur) ----外部世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像第一页入

睡那一刻一样被呈现出来：作为内部世界的一部分，作为意识流中的一 

个瞬间，它们没有受到客观的时空秩序的反驳，而这种时空秩序正是普 

鲁斯特的作品所致力悬置的对象。德国表现主义小说一例如，古斯塔 

夫 •萨 克 的 《学生流浪汉》111—— 的目标与此类似，尽管它们有着完全不 

同的预设和不同的精神。只是力争描绘那些可以完整呈现出来的具体事 

物的宏大之举，最终抵消了具象性的基本宏大范畴。

传统小说的理念也许在福楼拜身上体现得最为真实，可以把这种 

小说比作资产阶级戏剧的三面墙舞台。这种技巧制造了—种幻觉：叙述 

者拉开帷幕，读者便将要参与到发生的事情中来，就好像他身临其境一 

样。叙述者的主体性在产生这种幻觉的力量中，以及在语言的纯粹性中 

(即福楼拜的例子）证明了自己，而语言的纯洁性是通过将语言精神化， 

将它从它所属的经验领域中解放出来的。反 映 （Reflexion) 是一个沉重的 

禁忌：它成为针对客观纯洁性的头等大罪。今天，这种禁忌连同它所代 

表事物的虛幻特征一起正在失去其力量。常常被注意到的一个情况是， 

在现代小说中，不仅在普鲁斯特那里，而且也在纪德的《伪币制造者》、 

后期的托马斯 .曼、或是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那里，反映都突破了 

形式的纯粹内在性。但是这种反映除了与福楼拜之前的反映名称相同之 

外 ，几无其他相似之处。后者的反映是关乎道德的：支持或反对小说中 

的人物。新的反映反对再现（Darstellung) 的谎言，实际上是反对叙述者 

自己，因为叙述者作为对事件无声不知的评论员，试图纠正他不可避免 

的推进方式。这种对形式的破坏是形式本身的意义所固有的。只有事到

如今，托马斯 .曼的媒介构形功能 （foraibildendeFunktion) ----在内容

中不能被缩减为任何嘲笑的神秘反讽—— 才能被充分理解：作者以一种

W 古斯塔夫 . 萨 克 （ Gusuv Sack, 1885-1916)，德B 作絮、诗人.他去世之后，其作品才得 

以面世•小说《学生流浪汉》(£i„ verhumme/rerSfudcnr)出版于！9口年.---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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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讽的姿态破坏了他自己的表达，抛弃了他正在创造真实事物的主张， 

然而，没有任何文字（哪怕是他自己的文字）可以逃脱这一主张。也许在 

曼的晚期作品《神圣的罪人》（ErwSWten) w与 《黑天鹅》 中， 

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在那里，作家玩弄着浪漫的主题，通过语言的 

习性承认了叙事中的窥视元素，即幻觉中的非现实性。这样一来，他就

使艺术作品回到了一个如他所言的高级玩笑（derhShere.Jux) 的地位----

—个它曾经拥有的地位，直到它以不天真的天真，并以一种完全不反映 

的方式将幻觉作为真理。

在普鲁斯特那里，当议论与行动交织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两者之 

间的区别已经消失时，叙述者攻击的是他与读者关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 

分一一审美距离（SsthetischeDistam)。在传统小说中，这个距离是固定 

的。现在它则不断变化，就像电影中摄像机的角度一样：读者有时被 

留在外面，有时则被解说带到了舞台上、后台中和道具室里。极端例 

子一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比任何“典型”案例更多的当代小说知识—— 是 

卡夫卡那种完全消除距离的方法。通过震惊，他摧毁了读者面对所读内 

容时沉思的安全感。他的小说（如果它们真的属于这一文类的话）是对 

一种世界状态的预期反应，在这种状态中，沉思的态度已经成为一种嘲 

笑，因为灾难的永久威胁不再允许任何人成为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 

也不允许对这种立场进行审美模仿。即使是那些写作内容全都是事实报 

道且对此感到抱歉的小作家，也打破了这种距离。他们的作品揭示了一 

种意识状态的弱点，这种意识状态因过于短视，以至于无法容忍自己的 

审美再现，也几乎无法产生能够进行这种再现的人类。然而，在最先进 

的生产中，这种弱点并不陌生，消除审美距离是形式本身的要求；肯定 

的否定‘性，这是打破前景关系并表达其背后东西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并不是像卡夫卡那样，对想象的描述一定会取代对现实的描述。他不适

[ 1 ] 在 《空洞的奇迹》一文中，斯坦纳从语言角度对该小说做出了简短评论，可参考。他说：

“《神圣的罪人》是曼的晚期作品，曼以戏拟和拼贴的手法®新回到德语的问题。故琪语言是对中 

世纪德语的细致模仿，像是尽可能远离当下的德语。”[美]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 

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〇13年版，第 U 9 页 .——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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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为范例。但现实与意象（imago) 之间的区别原则上已被消除了。那 

个时代伟大小说家的一个共同点是，在他们的作品中，“事情就是如此” 

的/J、说格言经过深思熟虑，最终产生了一系列的历史原型；这种情况发 

生在普鲁斯特的非自愿记忆（unwilMrlicheErinnerung) 中，就像出现在 

卡夫卡的寓言中和乔伊斯的史诗密码里一样。宣称自己不受具体再现惯 

例约束的文学主体同时也承认了自己的无能1他承认在独白中再次出现 

的物之世界具有优越性。于是第二种语言应运而生，它在很大程度上是 

从第一种语言的残留物中提炼出来的，这是一种事物的变质的联想性语 

言，不仅渗透在小说家的独白中，也渗透在无数与第一种语言疏离而组 

成大众的人的独白中。四十年前；卢卡奇在他的《小说理论》中提出了 

这样一个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否是未来史诗的基础，甚至它 

们本身是否可能就是史诗。[11事实上，真正有价值的当代小说，那些把释 

放出来的主体性通过自身的动力转移到其对立面的小说，都是否定性史

诗 （ negative Epopden)。它们是一种个人自我清算状态的证明------种与

前个体的处境相融合的状态，而这种处境似乎一度保证了一个充满意义 

的世界。这些史诗连同所有的当代艺术，都是模棱两可的：它们所记录 

的历史趋势，其目标究竟是重新陷人野蛮还是旨在实现人性，并不是由 

它们来决定的，而且对于野蛮，许多史诗都感觉特别舒服。不喜欢释放 

和 不 协 和 （Dissonanz) 的现代艺术作品是没有价值的。但是，通过毫不 

妥协地体现恐怖，并将所有沉思的乐趣都融入这种纯粹的表达中，这样 

的艺术作品是为自由服务的—— 而一般作品仅仅是因为没有见证自由主 

义时代的个人遭遇，它们就背叛了这种自由，这些产品超出了有关“介 

人艺术”（engagierteKunst) 和 “为艺术而艺术”的争论，也超越了在“有 

倾向的艺术庸俗”和“会享受的艺术庸俗”之间的选择。卡尔•克劳斯 (Karl

[ 1 ] 卢卡奇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新世界，“只有对他的著怍作出形式分析才能指明，他f i  

否己经是这个世界的荷马或但丁，或者他是否仅仅提供颂歌—— 这些颂歌由后来的诗人同其他的先 

驱者一起，结合成伟大的统一体，他是否只是一个开端，或者已经是一种实现'••阿多诺所指涉的 

应该是这一处论述。参见[匈]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北京：商务印书涫2012 

年版，第 141页。——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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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us) 曾经阐述过这样一种观点：一切从他的作品中以亲身经历的、非 

审美的现实的形式表达出来的道德之物，都是在语言的法则下，因而也 

是 以 “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义传授给他的。正是这种内在于形式中的趋势

要求当代小说废除审美距离，并因此在现实------种无法在形象中变形

而只能在现实中被具体改变的现实—— 的强大力量面前俯首称臣。

_ 2022年 H 月 2 5 曰译 

2023年 1 月 2 9 日校



阅 读 巴 尔 扎 克 [n

献 给 格 蕾 特 尔 P1

当乡巴佬来到城市， 一 切对他来说都是“关闭”的。巨大的门，带 

着卷帘的窗，数不清的他无法与之交谈的人，因为他看起来很可笑，甚 

至连商店里的东西都买不起—— 所有这些都把他拒之门外。莫泊桑的一 

部中篇小说直言不讳地叙述了一位下级军官在陌生环境中的蒙羞之举， 

因为他把体面的住所错当成妓院。在初来乍到者眼里，所有被锁起来的 

东西都像妓院，既神秘，又充满了犯禁的诱惑。库利根据面对面关系的 

在场或缺席，在社会学上区分了初级团体和次级团体：突然从一个团体 

被抛到另一个团体的人会亲身体验到这种区别，并伴随着痛苦。H 在文学

[ 1 ]  《阅读巴尔扎克》（“B a ka c -L e k tW  ) 未发表过，直接被阿多诺收人《文学笔记》第 1 2 3 

卷 （1958),后该书作为第11卷进人《阿多诺文集》，本文译自“R e ad in gB a lM C inW o ies fo I/reramre, 

V o l. O ne, 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p{x 12M 36。关键用 

词、术语及疑难之处核对了德语原文（Gesamme/fe Sdic/ften: N o fM  zur Xiteiamr, Bd. 11，Frankfiirt am 

M a in: Suhrkam p Verlag, 1974, S. 139-157) —— 汉译注

[2] 格 萤 特 尔 •阿 多 诺 （Gretel Adorno, 1902-1993)，原名玛格萤特•格留特尔•卡普露斯 

(M a ig a re te G m d K a rp lu s) , 阿多诺的妻子。23岁时获得化学博士学位，1920年代，与柏林的本雅明、 

布洛赫、马尔库塞等人多有交往，1923年遇见阿多诺，一见钟情，两人于1937年流亡伦敦期间结婚。 

W 4 9年结束流亡后，随阿多诺返回联邦德国，成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一名助理。阿多诺于 I % 9 

年突然去世后不久，她曾试图自杀，致使身心受到严重损害。—— 汉译注

[3] 查尔斯•霍顿 •库利 （ Charles Horton Cooley,〗864 * * * *-1929),美国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

传播学研究的先驱。著有《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1902)、《社会组织》（1909)和《社会过程》（1918),

他从社会学角度将小团体划分为初级团体（primary group) 与次级团体（ secondary group) ,二者的

差别在于前者规模较小，最主要的特征是具有“亲密合作与面对面的沟通关系、 而后者则规模较

大，并 且 “分工互赖，以非愔感的依赖相结合”，有明显的阶层，例如家庭、朋友、私党等®于初级

团体，而公司、军队、政府机构、学校等则为次级团体，——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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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尔扎克可能是第一个这样的“巴黎乡巴诸”（paysandeParis) W， 

甚至在他非常清楚什么是什么之后也仍然保持着那种做派。但与此同 

时，位于发达资本主义开端处的资产阶级生产力也在他身上体现出来。 

他对被锁在门外的反应是一个发明天才的反应：好吧，我会自己弄清楚 

大门紧闭的里面发生了什么，然后世界就会听到一些动静！这位外省人 

在愤怒的无知中所痴迷者，是他认为即使在最好的圈子里—— 在人们最 

意想不到的地方'— 也会发生的事情，于是他之怨恨成了精确想象的3区 

动力.有时候，巴尔扎克早年在商业上经手的低级趣味小说风格 （ die 

Groschenromanik) 会呼之欲出；有时候，小儿科式的嘲讽句子又会如此 

这般地诉诸其笔端：“如果有人在星期五上午U 点左右经过米罗梅尼尔 

路 37号，而这所房子二楼的绿色百叶窗还没有打开，你就可以确定头天 

晚上那里有一场狂欢。” 然而还有时候，这个天真汉对世界的补偿14幻 

想要比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所相信的更为精准。引发其写作的异化——  

这种写作仿佛是他勤奋之笔中的每一句话都在建造一座通往未知的桥 

梁—— 本身就是他通过猜测而试图发现的秘密生活。使人们彼此分离并 

使作家远离他们的东西也推动着社会运动，巴尔扎克的小说模仿的正是 

这种运动的节奏。吕西安•德•吕庞泼莱121奇妙而不可思议的命运是由技 

术变革引发的，描述得更专业些，是印刷术和纸张的革新使文学作品的 

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收藏家邦斯舅舅131过时的原因之一是作为一名作曲 

家，他在管弦乐编曲方面不妨说没有跟上工业进步的步伐。巴尔扎克的 

这些见解胜过许多研究，因为它们既来自对事物的理解，也试图重构这 1 2

[ 1 ]  因路易•阿拉贡 （Louis Aragon) 写过一部很受本雅明欣赏的作品《巴黎乡巴佬》 （i e  

d e fie s) ,所以阿多诺在这里很可能是一语双关^汉译注

[ 2 ]  吕西安 •德 •吕庞泼莱 （Luckn de Rubempd) , 巴尔扎克《幻灭》中的主人公，原名吕 

西 安 •德 - S 同 （LuciendcC hardon) , 后遇特■巴日东太太，她劝其改用母亲姓氏吕庞泼莱，因为 

此姓更高贵.参见[法]巴尔扎克：《幻灭》, 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 53— 54 

页 „—— 汉译注

[ 3 1 邦斯S 员 （ Cousin Pons) , 巴尔扎克小说《邦斯與舆》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心地善良 

的音乐家，也是一位艺术品位极髙的收藏家•一生®其所有，搜集、收藏名画，生活因此穷困潦 

倒。——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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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理解，而盲目的研究则企图根除这种理解。通过智性直观 （ inteUektudle 

Anschauung)，巴尔扎克意识到在先进的资本主义中，人人都是性格面具 

(Charaktermasken) ——这是马克思后来发明的一个说法》m 与正午的政 

治经济学批判相比，物化在黎明的清新和起源（derUrspnmg) 的鲜艳色 

彩中更可怕地散发着光芒。1845年左右殡仪馆的雇员酷似死亡天才(Genius 

desTodes) 121 — 在随后的一百年里，没有任何讽刺美国精神的作品能超 

越他，甚至连伊夫林•沃P]的作品都甘拜下风。幻灭（D6SillUSi〇n) 既是他 

最伟大的小说之一的标题（即 《幻灭》 [Les ■O/usi'oflsperdues] )来源，同时 

也是一种文学类型，它所提供的是人类与其社会功能无法吻合的经验。 

巴尔扎克以雷霆万钧的引证之势把作为总体的社会，把这一古典政治经 

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用理论术语表述的事实，从思想的天堂降至感性证据 

的地面。这种总体绝不只是宽泛的总体，也绝不只是将生命的各个分支 

收束为一个整体的生理学，而后者构成了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 （ ComMe 

humaine) 的写作纲领。作为一个功能综合体，它也是集约的。有种动力 

论在其中肆虐：社会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体制之内并通过这个体制

[1] 马克思在评论路易•波拿巴时指出：“那时他好像躲到这个内阁背后，把政府权力让给了 

秩序党，戴上路易-菲力浦时期报刊的责任发行人戴的谦虚的性格面具，即代理人戴的面具•现在 

他把面具丢掉了，因为这个面具已不是一块使他能够隐藏自己的面容的薄纱，而是已变成一个妨碍 

他显示出自己的本来面目的铁制面具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W 5年版，第 (522—623页。—— 汉译注

[ 2 ]  邦斯一死，便 有 “墓园掮客”找上门来，推销殡葬生意。小说中写道“人家常常说死 

是一个人的旅行到了终点，这啓喻在巴黎是再贴切也没有了* 一个死人，尤其是一个有身份的死 

人，到了冥土仿佛游客到了码头，给所有的旅馆招待员闹得头昏脑胀•除了几个哲学家之外，除了 

家道富裕，又有住宅又有生圹的某些家庭之外，没有人会想到死和死的社会影响•在无论什么惜形 

之下，死总是来得太早，并且由于感情关系，承继人从来不想到亲属是可能死的。所以，多半死了 

父亲、母亲、妻子、儿女的人，会立刻给那些兜生意的跑街包围，利用他们的悲痛与慌乱做成一些 

交易•早年间，承办基地纪念工程的商人，都把铺子开在有名的拉雪兹神甫公墓四周， _他们集 

中的那条街可以叫作墓园街，—— 以便在公墓左近或出口的地方包ffl丧家|可是同业竞争和投机心 

理，使他们不知不觉地扩充地盘，现在甚至进了城，散布到各区的区政府附近了•那般跑街往往还 

伞着坟基的图样，闯进丧家的屋子/ [法】巴尔扎克：《邦斯纪识》，傅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 1SS5 年版，第 214页。—— 汉译注

[ 3 ]  伊 夫 林 •沃 （ Evelyn WaugK W03-1966),英 国 作 被 $ 为英@文学:史i l ®.具毁力和  

最有成果的讽刺小说家之一。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1 2 3〇余部，短 小 说 集 2部，以及书馆集数部，主 

要作品有《一杯土》（1934)、《旧地ffi游》（丨9«>、《荣牲之剑》（丨965)等 .——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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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自己，而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每一个人都成为它的顾客。这种 

观点似乎太短视也太直接了，当艺术试图以可感知的形式描绘一个已经 

鸾得抽象的社会时，情况总是如此。但是，人们明显地试图从对方那里 

相互窃取已被无形中占有的剩余价值，这种个人的可耻行径使恐怖变得 

形象生动，倘非如此，只有通过概念的中介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在通过 

继承获得财富的过程中，庭长夫人重用的是讼棍（Winkeladvokaten) 和门 

房；111平等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实现的：虚假的总体把所有社会阶层都 

控制在它的罪责之下。即使在文学趣味和世俗智慧嗤之以鼻的低俗文学 

中，也有真理存在：只有在边缘处，发生在社会的深渊中、在社会生产 

领域的地下世界中的事情才变得清晰可见—— 后来的极权主义暴行就是 

从这些事情中产生的。巴尔扎克的时代偏爱这种古怪的真理，即原始积、 

累 12)，19世纪初法国工业革命中的一种古老的征服者的野蛮行径。十有 

八九，对他律劳动 （ fremde Arbeit) 的占有几乎从未完全按照市场法则发 

生过。这些法则固有的不公正被每一个个人行为的不公正所放大，此为 

罪恶的剩余利润（Surplusprofit)。那些精通这类事情的人会认为巴尔扎克 

要对电影的不良心理负责。但他那里也有足够好的心理学。那个看门人 

不只是一个怪物，在她染上贪婪这一社会弊病之前，她是她的同胞们所 

说的好人。 同样，巴尔扎克知道鉴赏力（事物本身）如何超越了单纯 

的利润动机，生产力如何超越了生产关系。与此同时，他也知道资产阶 

级的个性化以及那种个性特征的扩散，是如何摧毁个体、摧毁那些公认 

的贪得无厌者（Fresser) 或守财奴的。他意识到母性是友谊的秘密，他本

[i j 这里涉及《邦斯a s j 》中的故礙情节。庭长夫人对丈夫的與舅邦斯从来没有表示过殷励， 

但当她得知邦斯收藏了许多精美的艺术品后却生出觊觎之心。于是她重用律师弗赖齐埃负责遗产继 

承一事，看门女人西卜太太也成了她的帮凶。小说中的一个情节是西卜太太乘邦斯熟睡之际，把 

弗赖齐埃等人弓丨进家里，对邦斯收藏的1700件艺术品进行估价。[法]巴尔扎克：《邦斯舆舅》，第 

175—177页。—— 汉译注

[2] Cfl Georg Lukics，Ba&ac unt/ cfcr i5hanz6s/scfte 办沾抑出，Beriin: Aufbau, 1953, S. 59.------原注

( 3 )  指 《邦斯與與》中的看n 女人西卜太太，她本来是一个下层阶级的善良妇女，但在金钱 

的腐蚀和诱惑下，在弗赖齐埃等人唆使下，变得贪婪而可恶，成为把邦斯折磨致死的主要人物之 

一 。 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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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地知道，最轻微的弱点也足以使一个高尚者垮台，就像邦斯因其饕餮 

而陷人毁灭的机器一样。纽沉、根三世夫人（MadamedeNucingenDritten) 

在贵族面前直呼其名，以此来制造她与贵族关系亲密的假象—— 这种写 

法也可能来自普鲁斯特。但当巴尔扎克真的赋予他的人物木偶般的特征 

时，他们的合法性就超出了心理学的范畴。在社会的“经济图表” （ tableau 

6c〇n〇mique) 中，人类的行为就像亮泉宫[11机械模型中的牵线木偶。杜米 

埃 121的许多漫画都很像那种矮胖小丑（Polichinello) ,这是有原因的。本着 

同样的精神，巴尔扎克的故事证明了品行端正在社会上是不可能的。他 

们讥笑说，任何人不犯罪，就灭亡,说此话时他们经常宽音大嗓。这样 

一来，人道之光就落在那些被遗弃的人身上，落在那些能够激情澎湃和 

有着自我牺牲精神的妓女身上，落在那些行为无私而利他的苦役犯和杀 

人犯身上。因为巴尔扎克生理上的疑虑告诉他，好公民都是罪犯，因为 

每一个在大街上不为人知和不可捉摸的漫步者看上去都像是犯有原罪， 

而且这个原罪来自整个社会：这就是在巴尔扎克看来罪犯和被遗弃者才 

是人的原因。这可能也是他在文学中发现同性恋的原因；他的中篇小说 

《萨拉辛》（Sarxasine) 便致力于此，他对伏脱冷pi的构想也基于此。鉴于 

交换原则具有不可抗拒的优势，他可能曾梦想过一种类似爱情的东西以 

未被扭曲的形式出现在一种被鄙视的、本质上无望的爱情中：取消等价 

交换的正是恶棍头子假牧师，他相信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巴尔扎克特别喜欢德国人，喜欢让•保尔141和贝多芬，他的喜欢也赢

[t] 亮泉宫（SchloBvonHellbrann/CasdeofHdlbrunn) 译海尔布伦宫，位于奥地利萨尔茨S  

市郊南面6公里处，迹于17世纪，是当时大主教的夏宫，有一个动物园及后花园，并且在花园内还 

有一处戏水园（Wassserspiele)。它是北部阿尔卑斯山修饰主义建筑风格最灿烂的作品之-% — 汉译注

[ 2 ]  奥诺雷-维克多林.杜米埃（Honor^VictorinDaumia;1808-〗879),法国画京、雕塑家和版画 

制作人，他的许多作品对法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进行了评沦，代表作有薩大物》等.— 汉译注

[ 3 ]  伏 脱冷（Vautrin) 是 《人间喜剧》中重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形兔•在« 老头》中，他S  

潜逃的苦役犯，髙等窃财集团办事班的心腹和参谋，经普若大宗赃物，是一个尚未得势的凶狠的掠 

夺者形象。—— 汉译注

[ 4 ]  让 ■保 尔 （j ean PM1763- 1825),徳国小说京和幽默作家，浪战主义文学的先驵，主要 

作品有《黑斯佩罗斯，或四十五个狗邮日子》《巨神》«少不更?P的年岁》等*——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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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理查德•瓦格纳和勋伯格的回报。尽管他偏爱视觉效果，但整体而 

言，他的作品还是具有某种音乐意味。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许多交响 

乐都让人联想到小说，因为它们对戏剧情境的偏爱，因为其激情的起起 

落落和不羁的丰富生活；与此相反，作为小说体裁的原型，巴尔扎克的 

作品则是音乐的，这种音乐性体现在流动性上，体现在其产生人物然后 

再把他们吞没的方式上，也体现在设置和改变人物发展轨迹、让他们仿 

佛游移在梦境中。如果说小说般的音乐似乎在听众的脑海中重复着物质 

世界的运动，黑暗中的暗淡灯光显示着物质世界的轮廓，那么巴尔扎克 

的读者在翻页时，他们的脑子则高速运转着，急切地等待着下文，似乎 

所有的描述和行动都是对其作品中充斥着的狂野和斑驳鸣响的伪装。它 

们为读者所提供的，与长笛、单簧管、圆号和定音鼓在孩子会正确读乐 

谱之前承诺给他的东西一模一样。如果说音乐是在内部空间中被非物质. 

化且被再生产的世界，那么巴尔扎克小说的内部空间则向外投射为一个 

世界，它将音乐重新翻译成了万花筒。从他对音乐家施模克的描述中111，

我们也可以推断出他的亲德倾向是针对什么。这在本质上与德国浪漫派 

对法国的影响是一样的，从 《自由射手》121和舒曼到20世纪的反理‘注主 

义莫不如此。但是，与清晰明白的拉丁式恐怖相比，巴尔扎克笔下迷宫 

般的德国式晦涩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反过来与被德国人压抑下去的 

启蒙数量相当的乌托邦数量。他还可能已论及冥神和人性（Humanitat) 

的星丛。因为人性是人类对自然的挂念。而巴尔扎克一直把人性追踪到 

直接性从社会的复合功能语境中悄悄溜走、逐渐式微的地步。但是在他

[1】 施模克（Schmuckc) 是 《邦斯贸與》中的一个人物，邦斯的好友。小说对此人有如下 

描述：“这钢琴家，像所有的钢琴家一样是个德国人，像伟大的李斯特、伟大的门德尔松般的德国 

人，像施泰贝尔特般的德国人，像莫扎特与杜塞克般的德国人，像迈尔般的德国人，像德勒般的德 

国人，俛塔尔贝格，德赖旭克、希勒、利奥波德.迈尔、克拉迈尔、齐默尔曼、卡尔克布雷纳、赫 

兹、沃兹.卡尔. 沃尔夫.皮克齐斯、克拉拉•维克般的德国人，尤其是像所有的德国人。虽是大 

作曲家，施模克只能做一个演奏家，因为他天生地缺少胆气，而天才要在音乐上有所表现，就靠有 

胆气。”[法]巴尔扎克：《邦斯B S 》，第 15-14页。一 -汉译注

[ 2 ] 《自由射手》（DcrFre/sd ite, —译 《廣弹射手》），德国作曲家卡尔•马利亚.冯.韦伯 

(Car】 Maria Ermtvon W eber)创作的歌剧作品， 1821年首演于柏林皇家歌剧院。—— 汉译注



阅读巴尔扎克 I 2 8 5

那里，引发现代性的狂怒谐墟曲 （ das grimmige Scherzo) 的诗意力量同样 

也是古老的。凡夫俗子（也可以说是先验主体）一他们把自己设定为巴 

尔扎克叙事作品背后的社会创造者，而这个社会已被神奇地转化为第二 

自然—— 类似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神话之“我”和与之相对应的音乐，这种 

神 话 之 “我”从其自身中衍生出存在的一切。在这种主体性中，虽然人通 

过对他者的原始认同的力量而发声，因为他知道他者就是自己，但这种主 

体性也总是不人道的，因为它同时是一种暴力行为，扭转了他者的方向并 

使其服从于自己的意志。巴尔扎克越是远离这个被他创造出来的世界，他 

对这个世界的攻击就越是强烈。有一则轶事说，巴尔扎克对“三月革命” w 

这一政治事件置若罔闻，他走到书桌前说：“让我们回到现实中去吧。”这 

则轶事忠实地描写了巴尔扎克，即便它也许只是杜撰。他的举止就像晚 

期贝多芬，穿着一件睡衣，愤怒地喃喃自语，同时把升C 小调四重奏的 

巨幅音符画在他房间的墙上。如同偏执狂，爱和愤怒是相互交织的。同 

样地，元素 精 灵 （Elementargeister) 既会恶作剧，也会济贫助人。

偏执狂和哲学家一样有一套系统，这并没有逃过弗洛伊德的法眼。 

一切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关系支配着一切，一切都服务于一个隐秘和邪 

恶的目的。但是，巴尔扎克偶尔谈到的现实社会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就 

像那些伯爵夫人因为自己法语流利而说着“bien, bien”（好，好）一样， 

并无 f 卜么不同。一个普遍依赖和传播的系统正在形成。消费者为生产过 

程服务。如果他们不能买回货物，资本就会发展成一场将他们消灭的危 

机。信用体系把一个人的命运和另一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管他们 

是否知道。整 体 （ das Ganze) 通过毁灭并将之再生产来威胁那些构建它 

的人，虽然它的表面还没有完全紧密地编织起来，我们依然能瞥见一种 

毁灭的可能。那些熟悉的人物—— 高布塞克们、拉斯第涅们，以及伏脱 

冷们—— 在 《人间喜剧》中以路人甲的身份重新出现在最意想不到的地 1

[1] “三月革命”（derMiirzrevolution)是指发生于I848年3月，以维也纳和柏林为中心烟发

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革命受到了法国“二月革命”的釤响，其主要诉求是消除封迮割据，实 

现民族统一，推翻封建统治，发展资本主义《——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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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出现在只有参照错觉才能想到的星丛中，而且只有《人间喜剧虛构人

物 传 记 词 典 )） C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es persoanages £ctifs de h Comddie

才能对他们进行排序。但是，想象着同样的力量在各处发挥作 

用的固定想法导致了短路，于是整个过程短暂地被照亮。这就是为什么 

主体会因痴迷现实而把对现实的游离变成一种古怪的亲近。

巴尔扎克同情波旁复辟王朝（Restaurarion) ,他在早期工业主义中看 

到了通常被归为堕落阶段的症状。在 《幻灭》中，他预见了卡尔•克劳 

斯对新闻界的攻击r 克劳斯对他有所引用。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处境 

最糟糕的恰恰是那些拥护复辟的记者；他们的意识形态与其先天的民主 

媒介之间的矛盾迫使他们愤世嫉俗。这种客观的情况不符合巴尔扎克的 

性情。正在兴起的新的生产方式中的冲突与他的想象力一样紧张强烈， 

并在他的作品结构中永久存在。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浪漫主义和现实 

主义的面向构成了历史的复合体„ 金融家一 ■一个尚未建立的行业的先 

驱—— 是来自史诗体裁的冒险家，出生于18世纪的巴尔扎克抢救出这种 

史诗类型并把它带到了 19世纪。在前资产阶级秩序已经摇摇欲坠却依 

然苟延残喘的背景下，被释放的理性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类似于罪恶的 

普遍关联，可这依旧没有走出那种理性；它的第一次突袭是其后期非理 

性的前奏。经济人 （ homo economicus) 的规范还没有成为人类行为的标 

准化模式；对利润的追逐仍然像未被驯化的猎人的嗜血之举，而^•体仍 

然像命运无情而盲目的枷锁。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亚 当 •斯 密 （ Adam 

Smith) 的 “看不见的手”变成了墓地墙上的黑手。如同实证主义者孔 

德川那样，让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中的思辨因为恐惧而畏缩不前的 

东西—— 压制自然进化结构之系统的爆炸趋势一在巴尔扎克狂喜的沉思 

中，像混乱的自然一样喷发出火焰。他的史诗陶醉于理论家们认为不可 

容忍的东西之中，那种让黑格尔求助于作为仲裁者的国家、让孔德求助

|l j 奥古斯特.孔德 （Auguste Com%  1TO- I857) ,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和实证主义的创 

始人，开创了社会学这巧科，被尊称为“社会学之父-•著有《实证哲学教程>)等。——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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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学的东西。这两者巴尔扎克都不需要，因为在他看来，艺术作品 

本身就是一种权威，它以一种全面的姿态接纳了社会的离心力。

巴尔扎克的小说从人类激情和世界状态之间的张力中获取营养，而 

世界状态已经朝着无法容忍激情的方向发展，它认为激情会破坏人类的 

活动。而激情在它们遇阻受挫后会一如既往，变得更加强烈以致狂热。 

假如激情得不到满足，它们就会同时变得奇形怪状、贪得无厌和情绪化 

十足。然而，这些本能并未完全消失在社会图式中。它们紧紧抓住那些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难以获得的财物，特别是那些受制于自然垄断的财 

物；或者是作为贪婪、对金钱的渴求和向上爬的狂热，它们进人为扩张 

的资本主义服务的体系中，这需要额外的个人能量，直到它完全到位。 

“去发家致富吧!”（enrichiSSeZ-V〇US)，这句格言使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手 

舞足蹈。直到 20世纪，早期工业界依然把“Bazar”这个词的双重含义——

《天方夜谭》（Tausendunc/dheriVachf) 中的“集 市 '以 及 “百货商店”---

用来对•付那些还不适应它的人（碰巧的是，圣西门一位最重要的门徒的 

名字也是这么念的W)。人们在它面前忙忙碌碌，既像代理人，同时又 

像无可奈何的迷失者：他们代理的是剩余价值，却又是财富上的堂吉河 

德—— 希望从财富的扩张中得到一些东西，就像没有多少工作的贵族地 

主，又像突袭命运女神风车的撞大运者（Gliicksritter)，被女神用平均利 

润率的法则打得一败涂地。灰色的出现是如此多姿多彩，世界的祛魅又 

是如此让人迷魅：关于这一过程，有太多的东西值得讲述，尽管它的了 

无 诗 意 （Prosa) 让人确信很快就会没东西可讲。像那个时代的抒情诗人 

—样，史诗诗人在社会主义“人民地图册”（Volksadas) 上标明“资本主 

乂沼泽 ” （ Sumpf des Kapitalismus) 的地方采摘了一些 “恶之花”。无论巴 

尔扎克作品的浪漫主义面向在多大程度上来自主观上的历史落后性，来 

自前资本主义的视角—— 这种人渴望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是自由社会的

H J 这位门徒是圣阿荥 •巴札尔（Saint-AmandB〇2a n U 79卜丨832),他与圣西门的另两位学生安 

凡 丹 （1796—1864)、罗 德 里 格 （1794—1851)合著有《圣西门学说稃义》（王永江等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 1986年版 )，体现了圣西门主义者总BI完成其导师诉业，将其学说系统化的努力• 一'汉评注



2 8 8 丨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论笔选

受害者，却又希望分享自由社会的回报—— 它仍然来自社会现实，来自 

一种面向现实的现实主义形式感。巴尔扎克只需要用一句严肃得冷酷的 

“世界就是这么可怕”来描述它，灾难性的突出之处就变成了光环

巴尔扎克的德国读者认真阅读法语原著时，他起先不会对无数表 

示物体之间具体差别的陌生词汇感到绝望，因为假如他的阅读不是为了 

不知所措，他就不得不去查字典；然而最终，迫于无奈和羞愧他还是会 

把自己托付给翻译。法语本身如同手工艺般精确，它对材料和技巧（其 

中沉淀了如此多的文化）的细微差别的尊重，可能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 

因。但是巴尔扎克让法语走到了极致。有时候，他假定自己熟悉专业领 

域的全部技术性术语。这是其作品中更大语境的一部分。读者常常被故 

事开头几行的叙述吸引至这一语境中。精确意味着与事实极端接近，从 

而也与物理存在极为接近。巴尔扎克使用了具象性的暗示，'但它被用得 

非常过分，以至于人们无法傻呵呵地信以为真，无法把它归功于史诗视 

野中不详的丰富性。相反，这种具象性正是其狂热激情所暗示的一种召 

唤。如果世界是要被看穿的，那么它已无法再被直视。没有谁能比布莱 

希特更好地提供文学现实主义已经过时的证据了，因为作为一种现实的 

表现，这种现实主义并没有捕捉到现实，尽管同一个布莱希特后来穿上 

现实主义的紧身衣，如同化装舞会上的戏服。他看到的“最实在的存在 

物” W由过程组成，而不是直接的事实，所以它们无法被描述：“情况变 

得如此复杂，因为简单‘复制现实^ WiedergabederReaMt) 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少反映现实。克虏伯工厂12|或通用电力公司（AEG) 的照片 

几乎没有提供关于这些机构的任何信息。真正的现实已经滑向功能性现 1 2

[1] “最实在的存在物”（ensrealissimum) 这一说法来自康德，他对此解释道：“最实在的存

在者的概念就是某个必然的存在者能借以被思维的唯一的概念，就是说，有一个最髙存在者以必然 

的方式实存着。”[德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 480, 481页，----汉译注

[ 2 ]  克虏伯工厂一舣指克虏伯家族的工厂。阿尔佛莱德•克虏伯 （ Alfred Krupp, 1812—1887>, 

德国克虏伯家族中的一员，是德国著名的财阀和兵工场经营者。——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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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 人 际 关 系 的 物 化 ，譬 如 工 厂 ，无法再向我们展示人际关系。” 111在巴 

尔 扎 克 的 时 代 ，这 一 点 还 无 法 被 人 理 解 。他以局外人的怀疑重构了这个  

世 界 。 作 为 回 应 ，他 这 样 做 时 需 要 确 保 世 界 永 久 就 是 这 样 ，而不是别的 

模 样 。 具 象 性 是 真 实 经 验 的 替 代 品 ，而真实经验不仅在工业时代的伟大 

作 家 那 里 几 乎 不 可 避 免 地 严 重 缺 乏 ，而且也无法与这个时代本身的概念 

相 提 并 论 。_ 巴 尔 扎 克 怪 得 出 奇 （Absonderlichkeit) 的 地 方 在 于 ，他揭示 

了 歌 德 之 后 整 个 1 9 世 纪 叙 事 作 品 的 一 些 特 征 。 即 便 是有人想人非非， 

他 所 关 注 的 现 实 主 义 也 不 是 原 始 的 ，而是衍生出来的：这种现实主义以 

现 实 的 缺 失 为 基 础 。史诗不再能控制它试图保护的材料的具象性，它不 

得 不 在 其 举 止 上 夸 大 这 种 具 象 性 ，不得不以夸张的精确来精确地描述这  

个 世 界 ， 因 为 这 个 世 界 已 经 变 得 陌 生 ，与它保持物理上的亲近已不再可 

會巨。 致 病 的 核 心 、因素—— 委婉说法—— 已经固着于更现代的具象性形式 

中 ， 就 像 在 施 蒂 弗 特 的 技 巧 中 ，甚至在晚期歌德的语言公式中，以及在 

后 来 的 作 品 如 左 拉 的 《饕 餮 的巴黎 》 （ Vfemrede Paris) 中，一个非常现代 

的 结 论 诞 生 了  ： 时 间 与 行 动 已 经 解 体 。类 似 地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画作 

并 没 有 从 孤 立 的 意 识 中 创 造 出 一 个 幻 想 的 世 界 。相反，他们以一种极端 

精 确 的 方 式 胡 涂 乱 抹 着 丧 失 物 体 的 细 节 ，表达了对迷失本身的感觉。正 

是 这 一 点 ，而 非 与 物 体 的 直 接 相 似 ，构 成 了 文 学 具 体 化 （ dasliteralischen 

K o n k retism u s) 的 真 相 。在分析精神病学的术语中，这被称为—种补偿现 

象 （RestitutionsphSnomen)。这就是为什么把文学中的现头主乂风格原则  

等 同 于 —— 正 如 “东 方 集 团 ”的陈词滥调所认为的那样一 健康而不颓废 

的 现 实 关 系 是 如 此 愚 蠢 。当文学主体通过突破僵化因而也是异化的经验  

现 实 的 表 象 来 驱 除 社 会 恐 怖 时 ，这 种 关 系 才 是 正 常 的 （在这个词的强调意 

义 上 )。

马 克 思 在 谈 及 资 本 主 义 的 货 币 功 能 并 与 古 老 的 贮 藏 功 能 形 成 对 比 时  

曾 经 援 引 过 巴 尔 扎 克 ：“其 实 ，把货币贮藏起来不加人流通，同把货币作

[1 ]
Bertolt Brecht, Brechts Drcigroschcnbuch, Frankfurt a. M. I960, S, 93 f.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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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资本而增殖，恰恰是相反的两回事，从货币贮藏的意义上进行商品积 

累，是十足的愚蠢行为。例如巴尔扎克曾对各色各样的贪婪作了透彻的 

研究。那个开始用积累商品的办法来贮藏货币的老高利贷者高布赛克， 

在他笔下已经是一个老糊涂虫了。” W但是，导致巴尔扎克走向马克思在 

其他地方证明的“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 Pi的道路与经济分析的方向 

正好相反。巴尔扎克像个孩子一样，他被高利贷者的可怕形象和愚蠢所 

吸引。放高利贷者的标志是那让他以婴幼儿的方式围着打转转的金银财 

宝。他的愚蠢是在历史上发展起来的，是文明的掠夺者心中留下的前资 

本主义的残余。正是这种盲打误撞的观相术（Physiognomik) 而不是理论 

导向的写作才满足了辩证理论，把握了中心趋势。艺术与知识之间并未 

建立合法的关系，因为艺术从科学中借用论点，阐明它们，跑在科学前 

面，只为了科学能随后赶上。当艺术毫无保留地致力于研究其材料时， 

它就变成了知识。然而，对于巴尔扎克来说，这项工作是一种想象的努 

力，直到其产品与它们自身如此相似，以至于它们也与它们所逃避的社 

会非常相似时，这种想象才会停止。

巴尔扎克仍然在摆脱或已经摆脱了资产阶级的幻想，即个人本质上 

是为自己而存在，而社会或环境则从外部对他构成影响。他的小说不仅 

描绘了社会力量特别是经济利益凌驾于个人心理之上，而且还描绘了人 

物自身的社会起源。他们首先是被其自身利益—— 事业上和收人上的利 

益—— 推动着，此为封建等级地位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操纵的混合产

[1】 Karl Maix, Das Kabital, Erster Band, 8uch I, Dec ProdukdonsprozeB des Kapitalŝ Berlin 1957, S. 

618.马克思：《资本论》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 Mfi页。—— 原注暨汉译注

[2] Vgl. Karl Marx, a. a. Q, Dritter Band, Buch III, Der Gesamtprozeli der kapitalisdschen Produkdon, S. 
60.马克思在此处的完整表述是：“以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而著名的巴尔扎克，在他最后的一部 

小说（(农民》里，切当地描写了一个小农为了保持住一个髙利贷者对自己的厚待，如何情愿白白地 

替高利贷者干各种活，并且认为.他这样做，并没有向髙利贷者献出什么东西，因为他自己的劳动 

不®要花费他自己的现金。这样一来，髙利贷者却可以一箭双濉. 他既节省了工资的现金支出，同 

时又使那个由于不在自有土地上劳动而日趋没落的农民，越来越深地陷人髙利贷的踟蛛网中。”《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lSW年版，第47— 8页。—— 原注暨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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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命运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分歧变成了不可知的东 

西。那些借助其利益发挥商业车轮作用的人保留了某些特征，这些特征 

在后来的发展阶段中消失了。利益和利益心理学不能共存。在巴尔扎克 

男[5里，正是这些人作为实业领袖，用经济和犯罪的手段毁灭了他们的竞 

争对手，同时当他们被性压倒时，他们也毁了自己，因为利益没有给性 

留下时间。纽沁根年迈、残暴、丧尽天良，他笨拙地拜倒在年轻的艾丝 

苔的石榴裙下，她竭尽所能欺骗了他，如同一个妓女；因为她是天使， 

为了拯救她的心上人，她徒劳地把自己扔在命运的车轮之下。

雷托雷公爵试图说服一夜成名的记者吕西安•夏同支持保王党，他 

说 ：“你已经显出你的才气，现在要表示你识时务了。” H用这些话，他编 

签了资产阶级关于理性（Vernunft) 和知性（Verstand) 的观点。这种观 

点与康德的教义相反。聪明才智（思想）并不能引导和“规范”知性， 

反而阻碍了它。巴尔扎克对这种健康的诊断是，它极度害怕别人有可能 

太聪明。受才智支配的人，不是把才智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来支配，而 

是把手头的事情作为目的本身来关心。他一再被那些对手头问题漠不关 

心的人所击败，就像在管理机构中一样，他只是在拖延他们。他们可以 

全身心地投入到完成某件事的战略战术中。与他们的成功相比，才智变 

成了愚蠢。不适应既定情境、要求和需要的反思—— 也就是说，缺乏天 

真—— 太天真了，会以失败告终。“识时务”和 “有才智”不仅不是一回事， 

而且是矛盾的。一个有才智的人很难理解识时务者的急需之物：“我永远 1 2

[ 1 ]  此处涉及《交际花盛衰记》中的故事情节：风尘女子艾丝苔与青年诗人吕西安秘密相爱， 

在一次假面舞会上，她被人认出，便想以自杀掩盖其身世.扮成西班牙教士的越狱苦役犯伏脱冷救 

了她，将她控制在自己手中。伏脱冷也因救过吕西安的命而成为吕西安的主宰，并企图通过他向统 

治者报仇。为了有足够的钱扶持吕西安进人统治阶层，他逼迫文丝苔重操旧业.充当金®京纽泌根 

的情妇 •艾丝苔含恨自杀，吕西安和伏脱冷因受牵连而被捕人狱，不久，吕西安也在狱中自尽，伏 

脱冷则在狱中与当权人物作了一番激烈搏斗后，终于归顺官府，当了巴黎聱察局屎安处处长.——  

汉译注

[ 2 ]  原文使用的法语： “ Vous vous 6tes montr6 un homme cTesprit, soycz maintenam un homme de 

b 〇n sens•” 此处釆用了傅笛译文* [法】巴尔扎克：《幻灭》，第 378页。——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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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搞不懂那些人的语言。”但识时务者总是警惕地抵御着有才智者的那种 

无所事事的思辨的诱惑。心理学家特奥多尔•里普斯^所谓的“意识的狭 

溢性”，是指不允许任何人在超出他有限的力比多能量供应的情况下充分 

实现自我，这保证了一个人在有才智和识时务之间只占其一。 些玩这 

个游戏而没受到不利影响的人鄙视纯洁灵魂（ anima Candida) , 视之如白

痴。人类不能超越自己的直接利益范围----- 个充满了务实的行动目的

领域—— 这主要不是出于恶意。克服了鼠目寸光的凝视会因手头的事情 

有害、阻碍它发挥作用而将之抛在脑后。现在有许多学生担心理论会教 

给他们太多关于社会的知识：那么，他们该如何去实践他们所学习的专 

业知识呢？他们会患上他们乐意称道的社会精神分裂症。意识的任务似I 

乎是消除矛盾，使事情变得更容易，但矛盾的根源根本不在意识中，而 

在现实里。作为生活的再生产，现实对个人提出了合理要求，同时又通 

过这种再生产把自己和人类置于致命的危险之中。过多的理性对•一种关 

心自我保护的知性是有害的。相反对主流实践的每一次让步，不仅会 

污染不会偏离其路线的才智，而且还会使其停止运动并使其僵化。

上了年纪的恩格斯曾给玛格丽特•哈克奈斯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 

赞扬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不幸的是，这封信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已 

被奉为经典。121他或许认为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比其作品在七十年后的如 

今读起来更现实。这可能会剥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说在恩格斯投票表 

决中建立起的某种权威性。然而，更重要的是，恩格斯本人在多大程度 

上偏离了后来成为官方理论的东西。当恩格斯说与“过去、现在和未来

⑴特奥多尔•里普斯 （ Theodor LippSj 1851—1914)，德国心理学家、美学家，德 国 “移情派 ” 

美学主要代表。著有《空间美学和几何学•视觉的错误》《美学》《论移情作用，内蓰仿和器官感觉》 

《再论移情作用》等。—— 汉译注

[2】 Vgl. Engels an Margaret Harkness, London April 1888; in: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Ober 

/Cunst um/ L/Yeramr, Berlin 1953, S. 121 ff•参见 <(恩格斯致玛• 哈克奈斯》（1888年 4 月初），《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682—(585页。一原注翅汉译注



阅读巴尔扎克丨 293

的一切左拉”相比他更喜欢巴尔扎克时111，他只能是指那个老作家比他那 

个具有科学头脑的继任者更少拥有现实的因素；左拉用自然主义取代现 

实主义的概念是有充分理由的。正如在哲学史上，没有一个实证主义者 

对他的继任者来说是足够实证的，而是被贴上了形而上学者的标签，文 

学现实主义史中的情况也是如此。但在自然主义致力于对事实进行准官 

方记录之时，辩证学家转向了自然主义者现在所禁止的形而上学。辩证 

学家反对自动化启蒙。历史真相本身不过是在现实主义的永久瓦解中出 

现的自我更新的形而上学。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正如在文化工业中— 

样 ，正是一种清除了巴尔扎克式变形方法的对表面的忠实与外部强加的 

意图相协调。 巴尔扎克的叙事一刻也不允许自己被这种意图所转移：规 

划是通过去结构化的数据来确认的，但在文学中，已被规划的东西就是 

—种政治观点。恩格斯所写的正是针对这一点，因此也就含蓄地针对着 

自斯大林以来东方集团所容忍的一切艺术。对恩格斯来说，巴尔扎克的 

伟大恰恰体现在那些与他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背道而驰的，并否 

定了他的正统主义倾向的描绘中。作家就像“世界精神”一样，是一个具 

有历史力量的人，因为支配其叙事作品原创生产的力量是集体的。恩格 

斯 称 在 其 “富有诗意的裁判中有革命的辩证法” P1，这是巴尔扎克现实主 

义的最大胜利。然而，这一胜利关联这样的事实：巴尔扎克的釵事不屈 

服于现实，而是盯着现实，直到现实变得透明，显露出其恐怖之处。卢 

卡奇胆怯地指出了这一点。P1正如他立即确认的那样，恩格斯甚至也很少

m  此处的完整表述 S : “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

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 在 《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 

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683页 .一 汉译注

P1 这个说法的上下文是这样的：“顺便说一下，在我卧床这段时间里，除了巴尔扎克的作品 

外，别的我几乎什么也没有读，我从这个卓越的老头子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里有年到 

1848年的法国历史，比所有沃拉贝耳、卡普菲格、路易•勃朗之流的作品中所&含的多得5 •多么 

了不起的與气！在他的富有诗®的裁判中有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恩格斯：5致劳拉*拉法格》 

(1883年 I2 月 1 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船第m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丨975年販，第m  —  

汉译注

P] Vgl. G eorg LukAcs, K 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als LirtrjruHu'scorikcrt Berlin 1952, S.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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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去“拯救它不朽的伟大” 一拯救巴尔扎克“现实主义”的不朽伟大。 

现实主义的概念本身并不是一个永恒的规范：巴尔扎克为了真相而破坏 

了这一规范。一成不变与辩证法的精神是不相容的，即使黑格尔式的古 

典主义为它们辩护。

通过一种流通手段，即货币，资本主义过程触及并塑造了小说形式 

想要捕捉其生活的人物。在股票交易所发生的事件和对经济至关重要的 

事件—— 股票交易所暂时与这些事件分离开来，这要么是因为它不重视 

经济活动，要么是因为它变得独立自主并按其自己的动力系统运作——  

之间的空白地带，个人生活在总体的可交换性（FungibilMt) 中具体化了， 

而与此同时，通过其个性化，.它处理着整个功能复合体中的事务：这就

是围绕着纽沁根男爵------个罗斯柴尔德式人物（Rothschildfigur) ⑴——

的氛围。但是，流通领域也扭曲了经济学，作家巴尔扎克和年轻的商人 

(homme d’affaires)巴尔扎克一样，对经济学充满了热情。关于流通领域， 

有许多奇妙的故事可以讲述—— 股票在那个时代的涨涨跌跌，就像歌剧 

里潮水般的声音一样。他的现实主义的不足最终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为 

了他所描绘的图景，他没有穿透金钱的面纱，事实上，即使在那时，他 

也几乎无法穿透它。当偏执的想象泛滥时，它就类似于幻想，人们想象 

金融巨头的阴谋和诡计是支配人类社会命运的关键。巴尔扎克是一系列 

作家中的一员，这个系列从萨德（在 其 《朱斯蒂娜》中，我们听到了巴尔 

扎克式的大呼小叫：“傲慢得就像所有的金融家一样” 121 ) 那里一直延伸 

到左拉和早期的亨里希•曼131。巴尔扎克真正的反动之处不在于他的保守 1 2

[ 1 ]  罗斯柴尔德是指梅耶•罗斯柴尔德(Mayer Rothschild，1744- 1 8 1 2 ) ,德国银行家、企业家、 

金融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缔造者—— 汉译注

[ 2 ]  原文是法语： “insolent comme torn 】es financiers.” Marquis de Sade, /i/Vtoirc cfc Justine， Tome I

cn Hollandc 1797, p.13.--- 原注替汉译注

[3】 亨 利 希 •曼 （Heinrich Mann, 187M 950)，一译海因里希•曼，20世纪上半叶德国最杰出 

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著名作家托马斯•曼的哥哥。因此，通常文学史中也习惯将这对兄弟作 

家 合 称 “曼氏兄弟\他一生共创作 19部长篇小说，55篇中、短篇小说，11部剧本和大置政论、散 

文。代表作有《垃圾教授》《帝国三部曲》等。——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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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而在于他与贪婪资本的传说沆瀣一气。出于对资本主义受害者的 

同‘倩，他把判决的执行者，也就是提供账单的金融人员斥为禽兽。至于 

实业家，他们一出现就被归为圣西门式的生产劳动。对拜金欲 （ aurisacra 

fames) 的愤慨是资产阶级辩护学行业中永恒股份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消 

遣：野蛮的猎人只是在瓜分战利品，这种幻觉也不能用巴尔扎克的虚假 

意识来解释。金融资本的重要性在早期工业化时期要大于后期工业化时 

期，它为金融体系的扩张预付了资金，投机者和高利贷者的做法也有类 

似的变化。小说家在那里比在生产领域更能立足。正是因为在资产阶级 

的世界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不再能被讲述，所以讲故事就走向了消 

亡。 巴尔扎克现实主义固有的缺陷已经以潜在的形式体现了对现实主义 

小说的评判。

黑 格 尔 对 “世界精神”这一伟大历史运动的理解是资本主义资产阶 

级的崛起。巴尔扎克则把它描绘成一条毁灭之路。在他的小说中，资产 

阶级在经济上的崛起给传统秩序留下的创伤预示着黯淡的未来，这反过 

来又 J艮复了新阶级从被它推翻的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并继续存在的不公 

正。这 让 《人间喜剧》保持着青春朝气，即使它已经过时。然而，它的 

锐气，它的活力，也是经济上升中新生的锐气。繁荣赋予了这鸿篇巨著 

交响乐般的气息。甚 至 《人间喜剧》对党派政治的抵制也受到了繁荣的 

激发。德 •科 斯 特 111与巴尔扎克有许多共同之处（尽管他把这些共同点 

置于甜腻的肯定形式中而糟蹋了它们），他给他的主要作品起的副标题 

是 《快乐之书，尽管有死和泪》，这个副题可以让《都兰趣话》 （Contes 

dro/at/gues) 的作者巴尔扎克提出索赔。贯 穿 《人间喜剧》的社会总体 

进步与个人生活的轨迹并不一致。它向所有阴谋的受害者投射出一道光 

辉 ，即使是那些幸运儿，如果他们偶然误入叙述之中，也不再可能如此 

行事了。阅读巴尔扎克的青春期快感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言承诺给 1

[1] 奄 理 •德 .科 斯 特 （Chorle De Coster, 1827-1879),比利时法语作家，著有历史小说《欧 

伦施皮格尔的传说》等。——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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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的正义就像一道彩虹，横跨在所有个人的苦难之上。有关吕庞 

泼莱那两部小说的物质基础都建立在大卫•赛夏发明的故事之上。外 

省的骗子骗走了他的果实。但这项发明是成功的，在经历了所有的灾 

难之后，赛夏这个正人君子仍然通过继承获得了适度的财富。乌尔里 

希•冯.胡滕^死于迫害和梅毒，却大声疾呼活着充满乐趣，这个来自资 

产阶级史前世界的人就像巴尔扎克笔下人物的原型，作为小说家的他从 

山顶上往下看时，就能认出这个史前世界的峭壁和裂缝。

吕西安•德•吕庞泼莱最初是一个满怀文学抱负的热血青年。他带 

着关于花卉的十四行诗和对沃尔特•司各特畅销小说的模仿而出道，巴 

尔扎克可能对这个人的才华有所怀疑。但是他温柔，脆弱，就是后来被 

称作优雅和内敛的一切。无论如何，他有足够的才华来创造一种新的专 

栏副刊式戏剧批评（feuilletonistischeTheaterkritik)。他变成了一■个小白脸 

(Gigolo)，是救他而后来却被他出卖的那个著名罪犯的同谋。作为一个天 

真地对待精神而不让自己的手被弄脏的人，他 是 被 娇 惯 的 这 是 就 世  

界的道德观念而言，他没有让任何人教过他这种道德观。他拒绝把幸福 

和工作分开。即使在工作和工作所需要的努力中，他也尽量不让任何想 

让自己有所作为的人必须接受的事情来玷污自己。市场非常精确地在冒 

犯它的那种知识分子的精神自慰和对它有价值的那种社会效用之间做出 

选择，但后者却根本上冒犯了产生它的精神；它的牺牲在交换中得到了 

回报。不准备做出这种牺牲的人无论如何都想得到好处；这让他很是脆 

弱。纯洁和利己主义的配置允许世界进人无知者的领域。因为他拒绝接 

受资产阶级的誓言，世界倾向于把他贬到资产阶级的水平以下，把这个 

波西米亚人贬为贪赃枉法的雇佣文人，贬为无赖。与那些完全没有意识 

到堕落的人相比，他更容易走向堕落，而世界则把这种情况看作加重惩

[ 1 ] 乌尔里希.冯 .胡滕 （ Ulrich von Himen, 1488-1523>,德国作家.诗人。作为人文主义 

者，他长期反对罗马天主教廷。15：2t 年，他把自己用拉丁文写的《对话集》译成德文，揭露了天主 

教僧侣和诸侯小朝廷的腐败•这种拟古而又有创新的短小活泼的形式，在德国文学史上別开生面。 

他还著有《荥昧者书简》等。——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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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的正当理由。容易上当受骗的吕西安陷入了这位醉汉只能理解其中一 

半含义的种种关系之中。他的自恋认为，爱情和成功都是为了他自己， 

但从一开始他就只是一个可以替代的人物而被雇佣。他对幸福的渴望还 

没有被对现实的适应所抑制和塑造，因此蔑视那些可能向他表明满足幸 

福的条件会破坏精神存在一 自由—— 的种种控制。破坏一切精神的寄生 

时 刻 （ das parasitlre Moment) 在他身上不知不觉占了上风：从资产者所谓 

的理想主义到带薪奴役（Soldknechtschaft) 只有一步之遥，即便被奴役者 

因其正直而不愿通过资产阶级的工作养家糊口，即便这是完全正当的， 

他也只能使自己盲目地依赖他竭力规避的同一种东西。对他来说，甚至 

何者被允许、何者是背叛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了。唯一能增强这种意识的 

是他认为有失身份的活动。吕西安无法在堕落和他对高拉莉的狂热恋情 

之间做出区分。但是这个天真汉太公开、太突然地陷入其中，以至于不 

会有好的结果；他的捷径被当作一种犯罪，受到了报复，因为这种捷径 

可以说是天真地坦白了隐藏在资产阶级对等关系的丛林之路上的东西。

刽子手的绞索在召唤那些敢于一头扎进世界洪流而不是在岁月静好中发 

展自己的人才。然而，安东尼奥已经变成了那个愤世嫉俗的道德家伏脱 

冷。他开导了这个年轻的失败者，后者不仅会失去幻想，而且会成为一 

个被幻想欺骗的讨厌鬼。

文人巴尔扎克的发现之一S 作者和所写内容的非同H ±(NicMdenlMt)。 

自克尔凯郭尔以来，批判非同一性一直是存在主义的决定性主题之―。

与存在主义相比，巴尔扎克做得更好，他没有把作者设定为所写内容的 

标准。他的天才太深地浸淫于技艺之中，而这位作家也太清楚地知道， 

写作并不等同于所谓直接自我的纯粹表达，因为他会不合时宜地把作家 

与皮提亚神谕混为一谈，后者的声音只回荡着来自自身深处的灵感。天 

主教徒巴尔扎克不受作家这种意识形态观点的陈腐影响—— 这种观点后 

来被用于反对文人的运动—— 就像他不受性偏见和任何一种清教主义的 

影响一样。他让思想变得奢侈，因为思考它的人都被抛在身后。他的小 

说更喜欢以迷娘一 歌德小说《威廉•迈斯特》中那个走钢丝的孩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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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为指导：“就让我这样出现，直到永远。” m整 个 《人间喜剧》是一 

个巨大的幻影（Phantasmagorie)，它的形而上学是幻象的形而上学。当 

巴黎成为“光之城”（'viUelumito) 时，它是另一颗星球上的城市。如此 

认识它的条件来自社会。那些条件使精神超越了拥有它的人的偶然性和 

不可靠性；精神生产力也因劳动分工而成倍增长，这是存在主义者所忽 

视的。无论吕西安有什么天赋，都已疯狂地绽放，这与他的本性和理想 

相悖。多亏被激怒的顽固市民认为文人无行，他才真正当了几个月的作 

家。精神与承载它的人之间的非同一性既是精神存在的前提，也是精神 

存在的缺陷。这种非同一性表明，精神所代表者，是只有在存在的事物 

中才会有所不同的东西，但存在的事物正是它要分离的东西；而精神仅 

仅因为代表了那个不同的存在就玷污了它。在劳动分工中，精神既是乌 

托邦的指定代表，又在市场上出售乌托邦，使其等同于存在的东西。精 

神太存在主义了，而不是存在得远远不够。

202 2年 i2 月 1 8 曰译 

2023年 4 月 1 1 曰校

⑴此句的德语原文是：“laBtmichscheinen^bisichwerde.”此为小说中一般被称为《迷娘曲》 

(或 《迷娘之歌》）的第一句，冯至等人对这首歌的第一段译作：“让我这样打扮，直到死亡，/ 不 

要脱去我的白衣裳！ / 我来自美好的大地，/ 奔向那永世的家乡j  [德 ]歌德《维廉•麦斯特的学 

习时代》，《歌德文集》第 2 卷，冯至、姚可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 487页。此 

句往下，阿多诺运用了德语动词scheinen (发光，出现，似乎）和它的名词Schdn (幻觉，表象，外 

观，但也有发光和光亮之怠）的各种含义* 在黑格尔的经典定义中，美就是“美丽的表象” （ schSner 
Sdiein) .—— 英译注暨汉译注



被 勒 索 的 和 解 [u
—— 评卢卡奇《反对被误解的现实主义》

即便是在苏联集团之外，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名字也依然笼罩在灵 

光 （Nimbus) 之中，这要归功于他年轻时的作品—— 论笔集《心灵与形 

式 》 （Die See7e und d/e Former)、《小说理论 》 （ TTieorfe cfes _Ro/nafls)，还 

有 论 著 《历史与阶级意识 》 （ Geschichte imc/i^ asse/ifcewu/̂ sein)。在后一 

本书中，他以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样子行文运笔，首次系统地将“物化” 

(Verdinglichung) 范畴应用于哲学的问题域中。起初他受西美尔和卡斯纳 

(Rudolf Kassner) 等人启发，然后接受西南德学派川练，很快他就用具 1 2

[1] “匈牙利事件”（1956年 10月）爆发之后，“西马”鼻祖卢卡奇的左翼立场虽有所调整，

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反映论的看法并无太大变化。1958年 6月，他在联邦德国出版《反对 

被误解的现实主义》 （ WWer c/cn Mflrerscanf/e/icfcn i?eatfsmus，English: in Our 73hae)，为现实主

义的创作方法辩护，对先锋文学则全盘否定，同时他也首次提出了艺术形式和技巧的客观性问题• 

是年年底，阿多诺在《月刊〉> (DerAfou;ir,V〇l.l l ,N〇vemberl958,pp.37ff：) 发表《被勒索的和解——  

评格奥尔格 •卢卡奇〈反对被误解的现实主义〉》（“ErpreBteVersiihnunffZiiGeorgLu^ cs: WWcr 

c/e/2 iJeaZ/s/nus”）予以辨析和批驳，为现代主义辩护。该文后被收入《文学笔记》

第 2 卷 （〗95幻，并最终进入《阿多诺文集》。本文译自“ExtortcdReconciliariorKOnGeotgLukdcs’

•ReaZ/sm in Our Time,”  in Notes ro L/tenmirc, Vol. One, 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Nc\v York: Columbia

U n iv e rs ity  Press, 1991, pp. 216-240。 关 键 用 词 及 术 语 核 对了德语 原 文 （Gwamme/re SchnVicn: N o te n  zur 

L ite ra tu r, B d . 11, F ra n k flir t am  Main: Suhrkarnp Verlag» 1974, S* 251-280) •译稿最后曾请王若涵同学阅读、 

纠错，她提出了 一些修订意见，特此致谢！—— 汉译注

[ 2 ]  西 南 德 学 派 （ stidwcstdeutschen Schule / the southwcst-Gemun school)，一译 **西南德意志

学派”，因学派的主要活动地在海德堡，亦 称 “海德堡学派"，是 I 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在德国 

兴起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学派。该学派通常被标记为“价笸批判的体系'即认为哲学的竞义在于它能 

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 其代表人物有威廉•文德尔班（Wilhdm W indeIband，1848-m 5)、海因 

利 希 •李 凯 尔 特 （ Heinrich John Rickert, !863- l 93(S) 等*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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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大影响的客观主义历史哲学来反对心理主观主义。尤其是《小说理 

论》，通过其概念的深刻与锐气，以及当时在呈现方式上非同寻常的密度 

和强度，确立了一种至今仍然适用的哲学美学标准。192〇年代之初，当 

卢卡奇的客观主义屈服（这种屈服最初并非没有冲突）于官方的革命乌托 

邦学说时，他遵循东方的惯例并与他那些著作断绝了关系。他接受了党 

的领导层（Parteihierarchie) 对他的无端指责，几十年来，他通过滥用黑 

格尔的主题，在其著作文章中试图把自己明显坚不可摧的思想力量与他 

所亲近之国伪思想生产的糟糕水准相适应，而这种生产则同时把它口中的 

哲学贬低成纯粹为统治目的服务的手段。然而，也正是因为卢卡奇那些遭 

到其政党否定和谴责的早期作品，任何东方集团以外的人才会注意到他在 

过去三十年里出版的东西，其中包括一本关于青年黑格尔的厚书W ，尽管 

人们依然能从他的一些关于19世纪德国现实主义的个人作品中感受到他的 

老秀才 （das alte Talent) 魅力，比如他论凯勒和拉贝【2i的作品。卢卡奇自身 

理性的毁灭很可能在他的《理性的毁灭》（DieZersftSrungderVfernunft) 中表 

现得最为明显。在那部著作中，这位已被认证的辩证学家极不辩证地把近 

代哲学中所有的非理性主义倾向统统归结到反动的和法西斯主义的范畴之 

下，却没有驻足思考这样一种情况：在这些（与学院唯心主义相反的）倾 

向中，思想正在与卢卡奇所批评的存在和思维层面的那种物化作斗争。 

于他而言，尼采和弗洛伊德变成了纯粹的法西斯主义者，他甚至设法以 

—名威廉二世时代地方督学（WilhelminischerProvinzialschulrat) 的口喚谈 

论尼采那种“超乎寻常的能力”。在表面激进的社会批判的幌子之下，他 

偷运回来的是最可怜的陈词滥调一 曾经被他的社会批判对准的审时度 

势和因循守旧。 1 2

[ 1 ]  此书应该是指《青年黑格尔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 Hegd und dfe ProWeme der 

Kap/rafcD'soilmGcsrifecAaft)•该书写于 IM S年，IM S年由苏黎世欧洲出版社第一次出版•全书约5〇 

万字，国内当年曾以“内部读物”的形式出版过选译本。参见[匈]卢卡奇：《靑年黑格尔（选译）>), 

王玖兴译，北京：商 务 印 书 馆 年 版 。—— 汉译注

[ 2 ]  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e'edKd^ lSUMSW) ,瑞士杰出的德语作家，现实主义诗人， 

著有长篇小说《绿衣亨利》、短篇小说《乡村里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等。威 廉 •拉 贝 （ WilhdmRaabei 

lSM- WlO) ,徳国现实主义小说家，著有长@小说《雀巷纪事》《魂系月山》等。-—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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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1958年在西德克拉森出版社（ClaassenVerkg) 出版的这本《反 

对被误解的现实主义》W ，却显示出75岁的卢卡奇态度变化的迹象。 

这一变化可能与他因参加纳吉政府（Nagy-Regierung) 而卷人的冲突 

有 关 。书中不仅提到了斯大林时代的政策，而且积极谈论“对写作自 

由的普遍倡导”，这种阐述方式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在他的老对手布 

莱希特那里，卢卡奇也发现了他死后的优点，并赞扬其《死兵的歌谣》 

( “Ballade vomtoten Soldaten”）为天才之作，而该诗在东德当权者眼中 

一定是文化布尔什维主义所憎恶的作品。像布莱希特一样，卢卡奇想要 

拓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3这一概念，几十年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直 

被用来扼杀每一种不守规矩的冲动，扼杀官僚们（Apparatschiks) 认为 

不可理解和可疑的一切，这样它就可以有更多的空间，而不仅仅被那些 

最可悲的垃圾所充斥。他只敢提出一个怯懦的反对意见，而这种反对从 

一开始就因意识到他自己的无能而严重瘫痪。他的怯懦不仅仅是一种策 1 2 3

[ 1 ]  出版于美国的《反对被误解的现实主义》更名为《我们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与阶级斗 

争》（J?eai/sm ioC)ur!nme:Zj_fcnimrcaat/t/ieC/assSm^g/e)，译者是JohnandNcckeMander (NcwYork; 

Harper and Row, 1964;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The Meaning of Contemporary Realism̂ by Mcrling Press 

in 1 % 2 . )这里的页码即来自这一版，虽然译文常有修订，一 英译注

[2] 这里指纳吉•伊姆雷 （ Imre Nagy, 1896- 1958)领导下的政府。纳吉曾在1«3-1!)55年出

任匈牙利总理，主持改革，但因持独立自主态度，被迫下台，在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期间，他再 

次出任总理，组织多党联合政府，试图摆脱苏联控制•苏联出兵后，他以姐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 

国家制度罪和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并被处决。1989年5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重新评价 

纳吉，称他是■•社会主义改革政策的象征”。同年6月，匈牙利政府发表声明，称他为“杰出的国家 

领导人”。 ----汉译注

[ 3 ]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couKaAHCTmecKHfi pcaAH3M/der sozialistischc Realismus) 这一提法正式

出 现 在 《苏联作家协会章程》（1934)中，它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f l实地、历史地和具 

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粮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 

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此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便成为苏联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 

它既催生了《一个人的逍遇》（肖洛S 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瓦西里耶夫)、《白轮船》（艾持 

玛托夫）等优秀之作，也在某种程度上使文学创作和批评话语走上了教条和® 硬之途•因此，从这 

—方法的诞生之日起，苏联学界对它的质疑、修补、争鸣便不曾停止，直至苏联解体之前，“捍卫 

派” “修正派”“放弃派■•三种观点仍相持不下•（参见周启超：卜个核心话语的反思—— 苏联'•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演变记》，《文艺理论研究》20M年第5期）阿多诺与卢卡奇交恶既久，苒加 

上 “冷战”时期他坚定地站在资本主义阵营一方，所以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不可能一分为二, 

而多是批而判之，且力度很大。职:© 之故，我丨n在而对阿多诺的批判话语时也有必要带上一种批判 

的眼光。----汉译注



3 0 2 丨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论笔选

略。卢卡奇的为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为之牺牲才智的概念框架是 

如此逼仄，以至于任何想在其中自由呼吸的东西都感到窒息；牺牲才智 

(sacrifizio delT intelletto) 并未让其才智完好无损。这使卢卡奇对其早期作 

品的明显怀旧中呈现出一种忧郁的视角。《小说理论》中 “意义的生活内 

在性” （ Lebensimmanenz des Sinnes) 业已回归，但是却被简化为这样的格 

言：只有社会主义建设之下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 这一信条足以从听 

起来很哲学的角度证明人民共和国的艺术所需要的粉红色正能量 （ rosige

Positivitat) 是合理的。这本书提供的是冰冻果子露------种介于所谓解

冻和再次封冻之间的东西。

尽管卢卡奇有明显相反的主张，但他自上而下地操练贴有批判现 

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标签的归堆式做法始终与那些文化官员大同 

小异。黑格尔对•康德美学中形式主义的批判被简化为一种过分简单化的 

断言，即在现代艺术中，风格、形式和技术被大大高估（特别见该书第 

19/15页 P1) —— 仿佛卢卡奇不知道正是通过这些要素，艺术作为认识才 

区别于科学认识，不关心其呈现方式的艺术作品才会否定它们自己的概 

念。卢卡奇眼中的形式主义，实际上是通过依照作品自身的形式法则对' 

种种元素结构化，旨在达到他所追求的同样的“意义内在性”，而不是通 

过命令，通过他本人认为不大可能但又客观上维护的东西，从外部将意 

义强加到作品中。他故意将现代艺术的形式构成时机曲解为非本质因素 

(accidentia) , 即对膨胀主体的偶然补充，而不是承认它们在审美实体中的 

客观功能。他在现代艺术中所忽略的客观性，以及他期望从料•料及其“透 

视性”（perspektivisch) 处理中获得的客观性，全部移交到了他想要消除的 

方法和技术上，这些方法和技术溶解了纯粹的材料面向，从而将其置于 

透视之中。对于艺术作品的具体内容是否与纯粹的“客观现实的反映”（第 

108/101页）相一致的哲学问题，他持中立立场，而反映论则是他借助顽 

固的庸俗唯物论所依附的偶像。他自己的文本当然没有对其早期著作所 

帮助确立的负责的表达规范表现出尊重。没有哪个蓄着大胡子的枢密大

[ 1 ] 此处的两个页码分别指德语原书的页码和英译本的页码，只标一个页码的是德语原书的 

页 码 （个别地方英译者未标页码），下同。——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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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 （Geheimrat) 可以用与艺术如此格格不入的方式对艺术高谈阔论。他 

的写作所形成的语气就像一个人习惯于站在讲台滔滔不绝而不允许别人 

插话，又像一个人从不忌讳长篇大论、离题千里，此人显然已放弃了他 

批评唯美主义、颓废派和形式主义的那种敏感，而正是那种敏感最初保 

证了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虽然卢卡奇对黒格尔的具体概念推崇备至（它一 

直以来都是这样被推崇的)，尤其是涉及文学对经验现实的描述的问题时 

就更是如此，但是他的论证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抽象的。他的文本几乎 

从未受到特定艺术作品及其内在问题的约束。相反，他发号施令，其举 

止的迂腐与细节的马虎相得益彰„ 在 “说话和写作不是一回事”之类的陈 

词滥调面前，卢卡奇并没有退缩。他反复使用“巅峰表现"(Spitzenleistung) 

(第 7 页）这一表达，该语词实际上源自商业领域和体育纪录，他把消 

除抽象和具体的可能性之间的区别称为“灾难性的”（verheerend) ,并且 

指出，“从乔托111开始，一种新的世俗性_ 越来越战胜了早期的寓言性” 

(第 41/40页)。正如卢卡奇所言，我们这些颓废派可能严重高估了形式和 

风格，但迄今为止，这也让我们避免使用“乔托以降”这样的表述，就像 

它使我们避免赞美卡夫卡是一位“出色的观察者”（第47/45页）一样。先 

锋派成员也不会经常谈论“一系列异常多的情感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人们 

的内心生活”（第 90页)。面对这些像在奥运会上一样接二连三出现的巅峰 

表现，人们很可能会问，一个这样写的人，对他如此傲慢对待的文学手艺 

(Metier der Literatur) —无所知，他是否还有权利参与文学问题的严肃讨论。 

但就卢卡奇而言，他曾一度写得很好，而在他卖弄学问和不负责任的混合 

风格中，人们会觉得一种“偏要这样”（Justamem) — 恶意预谋—— 的方 

法在起作用，即那种愤恨地想要写得差的意愿，他认为这种意愿将具有一 

种神奇的牺牲力量，它可以雄辩地证明，任何不这么做并尽心尽力写作 

的人者卩是废物。无论如何，文风上的冷漠几乎总是内容上教条僵化的症 

状^ 一个自认为客观的呈现方式在它实际上没有进行自我反思时就会显

[ 1 ] 乔 托 （Giotto, 12W-1337),竞大利早期文艺S 兴时期画京•中世纪的绘画都是平面的， 

没有透视效果。乔托将透视的进深感引人宗教绘画，在绘画中加人了®筑造型•其代表作有《两圣 

徒》等。----汉 译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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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故作谦虚，并且很是夸张，这只会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客观性已随主 

体一起从辩证过程中被移除出去。结果，辩证法成了挂在嘴上的东西， 

但对这种思维而言它又是事先被确定的。这样，思维就失去了辩证性。

这种理论的核心仍然是教条的。整个现代文学，除了符合批判现实 

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公式的，都被拒之门外，并被立即污名化为颓 

废派—— 这是一个侮辱性的语词，它涵盖了所有迫害和灭绝的暴行，而 

且不只是在俄罗斯。这个保守的术语的使用与卢氏理论是不兼容的，而 

卢卡奇则像他的上级一样，希望借助这一理论来将它的权威赋予他的民 

族 共 同 体 （Volksgemeinschafi)。谈论额废，离不开其积极的反面形象，即 

一个气势磅礴的自然；这是自然范畴被投射到经过社会中介的事物上的 

结果。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意识形态，其主旨恰恰是针对这一点 

的。即便是与费尔巴哈关于健康的感官享受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也很难 

让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术语进入他们的文本中。即便在 1857— 1858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草稿中，也 就 是 在 《资本论》的写作阶段，我 

们也发现了如下内容：

这一运动的整体虽然表现为社会过程，这一运动的各个因素虽 

然产生于个人的自觉意志和特殊目的，然而过程的总体表现为一种自 

发的客观联系；这种联系尽管来自自觉个人的相互作用，但既不存在 

于他们的意识之中，作为总体也不受他们支配。他们本身的相互冲突 

为他们创造了 一种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他人的社会权力；他们的相互作 

用表现为不以他们为转移的过程和强制。……个人相互间的社会联系 

作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权力，不论被想象为自然的权力，偶然现 

象，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东西，都是下述状况的必然结果，这就是： 

这里的出发点不是自由的社会的个人。 m

这种批判并不仅仅停留在社会层面占据情感并牢牢维系自身的自 * 111

[1J Karl Marx, Grundrisse der Krid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c (Rohencwairf) 1857-1858, Berlin 1953, S.

111. Karl Marx, Gmndrisse， translated by Martin Nicolaus (New York: Vintage, 1973), pp. 196-197.此处采用 

了马恩全集中的译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1858年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6 卷 （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 1 4 5页。一 - 原注、英译注曁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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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性幻觉领域，也不仅仅停留在所对堕落的愤慨都能落到实处的领域， 

亦即两性关系领域。稍早一些时候，马 克 思 就 曾 评 论 过 道 梅 尔 （G.F. 

Daumer) 的 《新时代的宗教》，并讽刺了以下段落：“自然和女人不同于 

人类和男人，前者是真正神圣的……人类为了自然而自我牺牲，男人为 

了女人而自我牺牲乃是真正的、唯一真实的温顺和克己，是最高的、甚 

至是唯一的美德和笃敬。”马克思对此补充了以下评论：“在这里我们看 

到，我们的诡辩的宗教创始人的浅薄无知怎样转变为显然的畏怯。道梅 

尔先生在逃避威胁他的历史悲剧，求救于所谓的自然，即笨拙的农村田 

园诗歌，宣扬女性崇拜以掩饰他自己对女性的屈从。” [11无论在哪里， 

只要还有关于颓废的咆哮，这种逃避就会被重复。卢卡奇是被迫陷人这  

种境地的，因为社会的不公在被官方宣布消除之后仍在继续。这种责任 

从人类要负责的情形转移到了自然或一种堕落之上，后者被视为是同一 

模式中自然的反面。诚然，卢卡奇试图通过强行将健康和病态的艺术概 

念重新转化为社会概念，来回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钦定的马克思主义 

( approbierter Marxismus) 之间的矛盾：

人的关系会受到历史变化的影响，对这些关系的思想和情感评价 

也会随之变化。然而，承认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接受相对主义。在特 

定的时代，某种人际关系是进步的，而另一种则是反动的。因此，我 

们发现社会健康之物的概念同样并且同时也是所有真正伟大的艺术的 

基础，因为社会健康之物成了人类历史的自我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 。 121

这种努力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是一个历史关系的问题， 

像病态和健康之类的词就应该完全避免。它们与进步 / 反动之维无关； 1 2

[1] Karl Marx, Recension der Schrift von G. F. Daumer, Die Religion des neuen Weltalters, Hamburg 

1850; in: Neue Rhe/nysc/re Zeiiun尽， Nachdruck Berlin 1955, S. 107.此处釆用 了马恩全集中的译文。马克

思：《评 格 ■ 弗 • 道 梅 尔 “新时代的宗教。创立综合格言的尝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 2 4 0页。

[2] Georg Lukacs, Gesunde oder kranke Kunst?, in: Georg Lukdcs zum siebzigsten Geburtstag, Berlin

1955, S. 243 £ Georg Lukacs, ^Healthy or Sick in Lukacs, Writer and Cridc and Other Essavs, translated by

Arthur Kahn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71; first published Merlin Press, 1970), p. 103.------原注暨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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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被请进来纯粹是为了蛊惑人心，吸人眼球。此外，健康与病态之间 

的二分法就像崛起与衰落的资产阶级之间的二分法一样不辩证，因为资 

产阶级本身的规范来自与其自身发展不同步的资产阶级意识。我不屑 

去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卢卡奇把完全不同的人物放在颓废派和先锋派

(Avantgardismus) 的概念下（对他来说，这是一回事）----不仅是普鲁斯

特、卡夫卡、乔伊斯和贝克特，而且还有贝恩11]、荣格，或许还有海德 

格尔；而且还有作为理论家的本雅明和我自己。借助时下的流行策略指 

出，受到攻击的东西其实并不真正存在，而是实际上存在一些不同的东 

西，以便软化所讨论的概念，并以一种表示“这不适用于我”的姿态来回 

避所提出的论点—— 这是很容易的。因此，冒着简单化的风险，虽然我 

反对简单化，我在呈现卢卡奇论点中心思路的同时，也会像他一样不去 

区分他所攻击的对象，除非他造成了严重扭曲。

卢卡奇试图为苏联对现代文学—— 冲击天真现实主义的（naiv- 

realistisch) 正常意识的文学一 的裁决提供良好的哲学良知所使用的一套 

有限的工具，都来自黑格尔。为了抨击先锋文学对现实的偏离，卢卡奇 

在区分“抽象”和 “现实”的可能性上狠下功夫：

这两个范畴，其关联/ 区分和对立都根植于生活本身。从抽象或 

主观的角度看，可能性（MSgUchkek) 要比实际生活更丰富。可以想 

象的是，人的发展有无数种可能，但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实现。现代主 

观主义将这些想象中的可能性当作实际生活的复杂性，并在忧郁与迷 

恋之间摇摆不定。当世界拒绝意识到这些可能性时，这种忧郁就会带 

有轻蔑味道。（第 19/21—22页）

尽管其比例不高，但这一反对意见依然不容忽视.例如，当布莱 

希特试图用一种幼稚的简化方法，将可以抵抗的独裁者阿尔图罗•乌

[ 1 ] 这里的贝恩应该是指戈特弗里德•贝恩（G ottfriedB enn» 1886-1956),德国魏玛共和国时 

期表现主义文学的伟大作家，其诗集《蒸馏》《尾声》等拥有大蛩读者。阿多诺在后文中还会提及他 

的诗。——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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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W描绘成一个虚构而假冒的菜花托拉斯代表，而不是拥有最大经济权力 

集团的头目，并以此把法西斯主义的纯粹原型具体化为一帮黑社会强盗 

时 ，这种非现实主义的方法并没有在其戏剧中发挥出优势。作为一个在 

社会上享有一定程度的治外法权并因此很容易随意“被制止”和 “被抵 

抗”的3E罪集团事业单位，法西斯主义失去了它的恐怖，也就是其因具有 

大规模社会意义而产生的恐怖。这样，漫画式剧情将丧失其力量，并因 

它自己的标准而变得愚不可及：小打小闹式罪犯在政治上的得势甚至在 

戏剧本身中也失去了它的合理性。没有充分刻画其对象的讽刺会失去其 

感染力，即便它是讽刺作品。但是，实用式忠实（pragmarischeTreue) 的 

要求只能适用于现实的基本经验，适用于作者构建其观念之主题的残篇

(membra disjecta) ----至于布莱希特，则是适用于他对经济和政治之间经

-3金关系的认识，以及最初的社会事实的准确性上，但不适用于作品中这 

些社会事实成了什么。普鲁斯特在其作品中把最精确的“现实主义”的 

观察与非意愿记忆（unwiiMrlicheErinnerung) 的形式美学法则如此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他提供了实用式忠实和“非现实主义方法”（卢卡奇的用 

语 ）相统一的极佳例子。假如这种融合的强度减弱，假如 “具体的可能 

性 ” （ konkrete MSglichkeit) 被解释为一种反映不灵的整体现实主义，这种 

现实主义从外部生硬地思考对象，而与材料相对立的方面只被容忍为“透 

视”，也就是说，它只是让意义闪光发亮，却无法强行进人描绘的中心和 

现实的要素之中，那么，这是误用黑格尔之区分以服务于传统主义的结 

果 ，而传统主义在美学上的因循守旧则是其历史不真实的索引。

然而，卢卡奇提出的核心指控是本体论，通过这一指控，他试图将 

所有的先锋文学与海德格尔古色古香的存在主义范畴联系起来。诚然， 

按照当下时尚，卢卡奇本人接受了一个人们必须问“人是什么?”（第 

16/19页）的观念，他并没有因为这个问题所暗示的方向而退缩，但他 

至少参考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社会性动物的熟悉定义，从而修正了这 1

[1] 阿 尔 图 罗 .乌 依 （ Arturo Ui)是布萊希特戏剧作品《阿尔囝罗•乌依的有限发迹》中的主 

人公•该剧有一个由一帮菜花商人组成的垄断组织，故有“菜花托拉斯”（Karfiolmm) 之说，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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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从这一定义中，他得出了一个几乎是不容置疑的论断：伟大文 

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人类意义”，即 “特定的个性”，“不能脱离他们被 

创作出来的语境”（第 16/19页）。K在现代主义主要作家的作品中，支配 

人的形象的本体论观点，”他继续写道，“恰恰与此相反。对于这些作家 

来说，人天生是孤独的，不合群的，无法进入与其他人建立的关系之中” 

(第16/20页)。他用托马斯•沃尔夫w 的一个相当愚蠢的说法来支持这 

—观点，所谓人的孤独是他存在的一个不可逃避的事实，而这个说法在 

他的文学作品中无论如何都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声称从根本上以历史 

术语进行思考的卢卡奇当然应该看到，在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孤独 

是由社会作为中介的，并且本质上具有历史内涵。在波德莱尔那里——  

追根溯源，所有颓废、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之类的范畴最终都与他脱不 

开干系—— 这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人类本质、人的孤独或“被抛状态” 

(Geworfenhek) 的问题，而是有关现代性的本质的问题。在波德莱尔的诗 

歌中本质并非某种抽象之物，而是某种社会性的东西。在他的作品中，

客观上占主导地位的创作理念是要面对历史上最新最先进的东西，将之 

作为它想唤起的原初现象（Urphinomen) ; 用本雅明的话说，它是一个 

“辩证意象”（dialektischesBild) ,而不是一个古老意象。因此才有了《巴 

黎风貌》 即使在乔伊斯那里，作品的基础也不是卢 

卡奇所假定的永恒的人，而是最具历史性的人。尽管大量的爱尔兰传说 

出现在其中，但乔伊斯并没有在他所代表的世界之外创造出一个虚构的 

神话，而是试图通过今天的卢卡奇所蔑视的文体原则（Stilisationsprinzips) 

把这个世界神话化，召唤出它的本质，或是召唤出其本质的恐怖。人们 

几乎忍不住要根据以下标准来判断先锋写作的地位：是否历史时刻本身 

变得必不可少，而不是被扁平化为永恒。想必卢卡奇会把美学中本质和 

意象等概念的使用视为唯心主义，但它们在艺术领域的地位与它们在本 

质哲学或原型哲学中的地位，以及在任何翻新的桕拉图主义中的地位有 

着根本的不同。卢卡奇的立场最根本的弱点可能是，他无法保持这种区

⑴ 托 马 斯 • 沃尔夫 （ Thomas Wolfe, 1900：-1938) , 美国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天使，望 

故乡》等，——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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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并将涉及意识与现实之间关系的范畴应用于艺术，就好像它们在那 

里只是意味着相同的东西。艺术存在于现实之中，并在现实中发挥着作 

用 ，同时也以多种方式与现实保持内在中介的关联。但无论如何，艺术 

就其概念本身而言，它是站在与现状相对立的位置的。哲学将这种情况 

反 映 在 “审美表象 ” （ der asthetische Schein) 这一概念中。即便卢卡奇 

也很难绕开这样一个事实：艺术作品内容的真实与社会现实的真实是不 

同的，假如取消了这一区分，所有的作品在美学上都将失去其基础。但 

是 ，艺术的虛幻特性，即它与直接现实—— 它以魔法形式从这种现实中 

脱颖而出—— 截然不同的事实，既不是它从高雅之处的意识形态堕落， 

也不是从外部强加给它的指标，仿佛它只是在复制世界，而并不要求自 

己成为直接的现实。这种减法式概念（subtraktiveVorstellung) 是对辩证法 

的嘲弄。相反，经验存在与艺术的区别关系到后者的内在结构。如果艺 

术所提供的是本质，是 “形象'那这就不是唯心主义的罪恶；事实上， 

—些艺术家就是唯心主义哲学的追随者，这与他们作品的实质无关。相 

反 ，面对单纯存在的东西，艺术本身—— 它没有因为只是复制了存在而 

背叛它自己的本性—— 必须成为本质，成为本质和形象。只有这样，审 

美的构成才成为可能；只有这样而不是仅仅通过对直接的凝视，艺术才 

會M成为认识，也就是说，艺术才能够公正地对待这样一种现实：它隐藏 

了自己的本质，并且只是为了事物的分类秩序压制了本质所表达的东 

西。艺术只有在对其自身形式法则的晶化中而不是在对事物的被动接受 

中，才能与现实的事物相融合。在艺术中，认识被审美自始至终中介 

着。在艺术上，即便被卢卡奇认为是唯我论的东西和虚幻的主体直接性 

的回归，也并不意味着是对客体的否定（就像它在糟糕的认识论中所做的 

那样），而是旨在与客体辩证和解。客体以形象的形式进入主体，而不是 

像异化世界的魔咒之下的物体那样变成摆在主体面前的石头。艺术作品 

通过在形象中已被和解的客体（即自发地融入主体〉与世界中现实的、未 

被和解的客体之间的矛盾来批判现实。它代表着对现实的否定认识。若 

是用当今哲学的表达打一个比方，我们可以说有来自存在的“审美差异” 

(Sstherische D iffe re n t: 只有借助而不是否认这种差异，艺术作品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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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艺术作品和正确的意识。拒绝承认这一点的艺术理论是庸俗的，同 

时也是意识形态的。

卢卡奇满足于叔本华的见解，即唯我论原则“只有在哲学抽象中 

才真正可行”，即便如此，“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诡辩”。（第 18/21 

页）但他的论点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唯我论不能被维持，如果用现象学 

的表达方式来说，它最初“括起来”的东西在它里面被再现出来，那么 

也没有必要担心它作为一种文体原则的存在了。因为客观地说，先锋作 

家在其作品中超越了卢卡奇强加给他们的地位。普鲁斯特通过主体的内 

省之法分解了主体的统一性：主体最终被转化为一个竞技场，客观实体 

则在这个场域中展示它们自己。普鲁斯特的个人主义作品变成了卢卡奇 

所批之所是的反面，亦即变成了反个人主义的东西。卢卡奇所愤慨的内 

心 独 白 （monologue intirieur) 与现代艺术的无世界性（"Weldosigkeit), 

既是自由漂浮的主体的真相，也是其幻觉所在。说是真相，是因为在一 

个处处都是原子化的世界里，异化统治着人类；因为他们会由此成为阴 

影，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会认同卢卡奇的观点。但自由漂浮的主体也 

是一种幻觉，因为社会总体性 （gesellschaftliche TotaMt) 在客观上先于 

个人；这种总体性在异化或社会矛盾中得到巩固，并通过它进行自我复 

制。伟大的先锋派艺术作品通过突出个人的脆弱和把握个体中的总体 

性一~他是总体性的一个片断，但是却对总体性一无所知—— 来打破这种 

主体性的幻觉。卢卡奇认为，乔伊斯作品中的都柏林，卡夫卡和穆齐尔 

作品中的哈布斯堡君主政体，都可以被感觉为—— 可以说是程序之外的

(programmwidrig) ----行动的氛围“背景墙”（第 21页)，但他却说，那

只是一个副产品；为了他那需要被证明的主题（themaprobandum)，他把 

累积起来的否定性史诗的丰富性，亦即其本质性变成一个次要问题。氛 

围 （Atmosphere) 的概念对于卡夫卡来说是完全不合适的。它源于一种印 

象主义，而卡夫卡正是通过他的客观倾向（旨在追求历史的本质）取代了 

这种主义。即使在贝克特那里（也许在他那里最为典型)，所有具体的历 

史元素似乎都被消除一空，只有原始情境和行为模式被接纳下来，然而 

非历史的假象 （ unhistorische Fassade) 依旧是反动哲学所崇拜的存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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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立面，是对它的挑衅。原始主义作为其作品中突兀的出发点，同时 

也呈现为倒退的最后阶段；这一点在《终局》中再清楚不过，此作中预设 

了一场人间大灾难，仿佛来自不言而喻的远方。贝克特的原始人类也是 

最后的人类。他把霍克海默与我在《启蒙辩证法》中所提及的完全被文 

化工业控制的社会与两栖动物的反应之间的融合做成了某种主题。艺术 

作品的本质内容可以存在于对无意义来临的精确而无言的批判性再现之 

中，而当它被正面陈述并被实体化为具体存在时，这种内容就会丧失， 

即使这只是通过一种“透视”间接地发生，它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 

发 生 在 《安娜 •卡列尼娜》之后托尔斯泰的作品中那正确和错误的生活 

方式的说教式对立中那样。卢卡奇偏爱“意义的内在性”，这种陈旧观点 

涉 及 的 是 现 状 可 疑 的 关 注 ，而他的理论却指出这种关注应当被摧毁。 

然而，像贝克特所持有的那种概念在客观上是有争议的。“把变态和白痴 

接受为人类命运的一种类型”（第 31/32页)，这是卢卡奇对这些概念的描 

述 ，并 以 来 歪 曲 它 们 —— 这是在紧跟电影审查者的做法，因为审查者 

将电影呈现的内容归咎于呈现本身。卢卡奇把贝克特与对特定存在的崇 

拜 ，甚至与蒙泰朗111 “活力论”（Vitalismus) 的低级版本相结合（第31/32 

页），表明他对正在考虑的现象是盲目的。这源于他固执地拒绝赋予文 

学技术以应有的中心地位。相反，他不屈不挠地坚持所叙述的内容。但 

是 ，只 有 通 过 “技术”（Technik) ,所呈现之内容的意图一 卢卡奇把“透 

视”这一声名狼藉的概念分配给它—— 才能够在文学中全部实现。人们 

想知道的是，如果把希腊悲剧那人人都能想出来的情节作为衡量悲剧成 

功与否的标准，那么卢卡奇像黑格尔一样所推崇的希腊悲剧会变成什么 

样子。结构和风格也是传统和—— 就卢卡奇的图式而言—— “现实主义” 

小说的构成因素，譬如福楼拜的小说。由于对经验现实的纯粹依赖已退 

化为装潢门面的报告文学（Fassaden-Repomge) ,所以技术的实用性已大 

大增加。具有建设性的技术可望内在地掌握仅仅属于个人的偶然性，而 

这种偶然性是卢卡奇所反对的。卢卡奇并没有从他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所 1

[1] 这里应该是指亨利•德•蒙泰朗（HcnrydeMomheflam^丨895_1972)，法国作家，著有《死 

了的王后》《无父无母的儿子》等戏剧作品。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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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洞见中得出完整结论：坚定地采取一种有可能更客观的立场对于 

对抗偶然无济于事。卢卡奇应该真正熟悉的理念是技术生产力发展的关 

键意义。当然，这个理念是参照物质生产而不是精神生产发展起来的。 

但是，卢卡奇真能否认艺术技巧也按其自身逻辑发展的观点吗？他能使 

自己相信，抽象地肯定不同的审美标准在不同的社会中会自动而全部成 

立，这就足以抵消技术生产力的发展，并恢复其他力量的有效性，即事 

物的内在逻辑已使之过时的旧力量吗？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支配下，

难道他不是成了一种不变学说（Invariantenlehre) 的倡导者，而这种学说 

区别于他所严词拒绝的学说只是在于它更粗俗吗？

尽管遵循古典哲学的传统，卢卡奇正确地将艺术视为一种认识形 

式，而并未将它当作一种纯粹非理性的东西与科学和学术进行对比，但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也陷入了他鼠目寸光地指责先锋作品的那种同样 

单纯的直接性—— 既成事实的直接性—— 之中。艺术对现实的认识不是 

通过照相式或“透视式”地描绘，而是通过其自主性构成来表达被现实 

所采取的经验形式所掩盖的东西。即便断言世界是无法认知的—— 在这 

方面，卢卡奇从未厌倦过他对艾略特或乔伊斯等作家的指责—— 它也能 

成为认识的契机，这种认识来自此二者之间所出现的鸿沟：一方面是压 

倒性的、无法认同的客体世界，另一方面是对这个世界无助一瞥后的经 

验。卢卡奇简化了艺术与科学的辩证统一，使之完全合二为一，仿佛艺 

术作品只是从透视角度预测了一些社会科学随后努力证实的东西。艺术 

作品作为自成一类的认识 （Erkenntnis sui generis), 它与科学或学术认识 

的本质区别在于，没有什么经验性的东西可以在艺术中保持不变，只有 

在与主观意图融为一体时，其内容才具有客观的意义。尽管卢卡奇将他 

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区分开来，但他没有考虑到，如果这种区分是认 

真的，那么现实主义必然会与他想要从其中剔除的主观意图相融合。他 

像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一样，把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方法之间的对•立 

提升到一个标准，这种做法简直是无可救药。 一 方面，被卢卡奇诅咒为 

非现实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形式原则被证明具有客观的审美功能，另一方 

面反过来说，像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的小说，也就是被卢卡奇毫不犹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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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拔为范例的 19世纪早期小说，毕竟也不是那么现实主义。在与当时盛 

极一时、适销对路的浪漫主义（marktgangigeRomantik) 进行论战时，马 

克思和恩格斯可能认为它们是现实主义的。今天看来，前资产阶级的陈 

旧特征不仅在两位小说家那里体现得非常明显，而且巴尔扎克的整个《人 

间喜剧》（ComSd/eAumaine) 也被证明是对一个异化现实（亦即一 个主体 

无法再体验的现实）的想象性重构。111在这方面，巴尔扎克与卢卡奇阶级 

正义之下的先锋受害者并无太大不同。只不过按照其作品的形式感，巴 

尔扎克认为他的独白代表着世界的完满（Weltfiilk) ,而 20世纪伟大的小 

说家则把他们的世界完满封闭在独白之中。如此一来，卢卡奇的方法便 

坍塌了。他 关 于 “透视”的观点不可避免地退化为他在书中最后一章极力 

想要区分开来的东西，即被灌输的政治，或者用他的话说是“宣传鼓动” 

(Agitatkm)。他的构想是充满悖论的。他无法摆脱自己意识到的事实，即 

从美学上讲，社会真理只存在于自主形成的艺术作品中。但在今天具体的 

艺术作品中，考虑到盛行的革命乌托邦学说的规定，这种自主性必然带 

来的一切要比以前更不能被容忍。那些在内在的审美方面发展得不充分 

的落后的美学技巧，希望通过在不同的社会系统中所占据不同位置来使自 

己合法化，也就是说，从其内在逻辑之外使自己合法化，这纯粹是迷信。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宣称自己是一种先进的意识状态，实际上却只提供了资产阶 

级艺术形式腐朽没落、淡乎寡味的残余，这一事实不能像卢卡奇所否定的那 

样被简单当作一种偶发现象被否定；它需要一个客观的解释。社会主义现 

实主义并非像革命乌托邦传教士们一厢情愿地想的那样起源于社会健全和 

健康的世界，而是起源他们所管辖的各教省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社会意 

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之间存在着本质的断裂，而对这一论 

点的利用只是为了把那种早已变得不值一提的落后歪曲为更先进的东西。

卢卡奇以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SeinundZe/t) 中的“被抛”理论 

为模型，将本体论的指控与个人主义的谴责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没有经 

过反思的孤立的立场。他批评文学作品从偶然的主体出发与黑格尔曾经足 1

[1] Cf. Theodor W. Adorno, uReading Balzac," in Notes to lirerarurc, Vol, One, trans. Shictry VJcbcr 

Nichols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21-136.-----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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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严厉地批评哲学从个人的感觉确定性出发，这两种观念可谓异曲同工。 

但正因为这种直接性已被内在地中介了，当它在艺术作品中被赋予连贯的 

形式时，它就包含了卢卡奇认为缺失的元素，而另一方面，文学主体必须 

从最接近它的地方出发，以便达到物质世界与意识的预期和解。卢卡奇把 

他对个人主义的谴责延伸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他说，陀氏的《地下室 

手记》CAusc/emDuflfe/cfcrGro& iacft) “也许是对现代布尔乔亚（额废）孤 

独状态的第一次真实描绘”（第68/62页)。但是，通过把“颓废”和 “孤独” 

相结合，卢卡奇重新评估了源自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原则的原子化，使它仅 

仅成为衰落的表现。此外，“额废”一词也暗示着个体的生物退化：它是 

对如下事实的戏仿，即这种孤独大概要追溯至资产阶级社会之前的久远时 

代，因为正如鲁道夫•博尔夏特（RudolfBorchardt) m所言，群居的动物也 

是一个“孤独的社区” 1 “政治动物”（zoonpolitikon) 是一种尚未成形的东 

西。所有现代艺术的历史先验—— 而且只有在艺术充分承认它时才会被超 

越一 在卢卡奇那里是作为一个可以被避免的错误，甚至是资产阶级的错 

觉而出现的。然而，一旦卢卡奇转向当代俄罗斯文学，他便发现他所假设 

的结构转变并未发生。可惜这并未教会他在没有颓废的孤独之类的概念下 

行事。就相互冲突的立场之间的争论而言，他所批评的先锋作家所采取的 

立场一用他早期的术语来说，他们的“起验位置”一 是历史中介的孤 

独，而不是本体论的孤独，今天的存在论者都太容易接受这种联系了，这 

种联系虽然被归因于存在本身，但实际上却赋予各种他律权威方式以永恒 

的假象。在这方面，他们会与卢卡奇相处融洽。我们必须承认卢卡奇的 

观点，即他所谓的孤独作为一种形式的先天因素不过是一种幻觉，它是 

在社会中产生的；一旦它反思自己，它就超越了自己。121但正是在这里， * 2

10 鲁道夫 • 博尔S 特 （ Rudolf Borcha^ 1877- 1945) ,德国作家，翻译家。主要作品有诗 

集 （(青年诗歌》. 长篇小说《渗人敌方的联合》等，阿多诺对他有专门研究，并 写 有 《迷人的语 

言：论博尔H 特的诗歌》~ *文，参见 Theodor VK Adorno, “Charmed Language: On the Poetry o f Rudolf 

Borchardt>M in Notes to Literaturej Vol. Two, 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93-210, —— 汉译注

[2] Vgl. Theodor W. Adorno, Philosophic der ncuen Musik, 2. Aufl., Frankfurt a. M. 1958, S. 49 ff. Cf. 

Theodor W Adorno, Philosophy 〇f  Modern Musict translated by Anne Mitchell and Wesley Blomster (New 

York: Seabury, 1973), pp. 46-48.---- 原注暨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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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辩证法与他背道而驰。个人作为主体并不能通过自己的选择和决定 

超越集体决定的孤独。这一点在卢卡奇用标准的苏联小说的倾向性来解 

决问题时已体现得足够清楚。总的来说，读他的书，尤其是论卡夫卡（第 

50-51/49—5 0页）充满激情的部分，你无法摆脱这样一种印象：他对他谴 

责为颓废的文学所做出的反应就像传说中出租马车之马在回去拉车前对军 

乐的反应一样。为了抵制那种文学的吸引力，卢卡奇加人了审查官们的合 

唱团该合唱团自克尔凯郭尔—— 而克氏也被卢卡奇本人列为先锋作家之

-------以来就一直在攻击“有趣”的东西，甚至是自对弗里德里希•施莱

格 尔 （ Friedrich Schlegel) 和早期浪漫派产生愤怒以来，这个判决应被重新 

审查。一个想法或描述在性质上是“有趣的”，这一事实不能简单地归结为 

轰动效应和精神市场的问题，尽管它们当然推广了这一范畴。此范畴虽然 

不是真理的保证，但现在已成为真理的必要前提。这意味着“符合我的利 

益”（mea interest)、事关主体方面的东西，而不是权力中的至高无上者(也 

就是商品）拼凑起来的主体。

如果卢卡奇不像晚期经院哲学的怀疑者一样，有两种真理的教义在 

伺机而动，那么他就不可能既赞扬卡夫卡吸引他的东西，却又仍然给他 

贴上颓废的标签：

从历史上讲，所有这些都证明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越性（我 

无法充分强调，这种优越性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每一部作 

品都会自动成功）。之所以有优越性，是因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 

会主义视角给作者提供了种种洞见：它们使作者能比任何传统意识形 

态更全面、更深入地描述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第126/115页）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品质与艺术优越性是两码事。 

文学术语中有效的东西与苏联文学中有效的东西是不同的，可以这么 

说 ，苏联文学是通过世界精神w的一种优雅的行为而使自己变得“正确的” 1

[1] 世 界 精 神 （W d tg d st, —译 “宇宙楮神” 是来自黑格尔的一个哲学用语•与■■绝对箱

神” “绝对■理念”等概念含义相同，指宇宙万物的内在本质。黑格尔认为粘祌主宰狞世界和世界历 

史。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在时间中合理地、必然地体现其自身的过程•他把世界粘神成（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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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s le vrai)。这种双重标准难以适用于一个可悲地维护着理性统一的 

思想家。但是，一旦他解释了那种孤独是不可避免的—— 他几乎承认， 

孤独是由社会的消极面，由普遍的物化所规定的一 -并且同时以黑格尔 

式的思维方式意识到它的客观虚幻的特性，那么，令人信服的推论是，• 

那种孤独在其逻辑推论中就变成了对它自己的否定，当孤独意识在文学 

作品中把自己揭示为所有人的隐蔽意识时，它也就必然要潜在地扬弃自 

己。这正是我们在真正先锋的作品中所看到的情景。通过无条件地、单子 

般地沉浸在自己的形式法则中，这些作品变得具体化了，也就是说，在美 

学上从而也在它们的社会基础中被中介化了。仅此一点，就赋予卡夫卡、 

乔伊斯、贝克特以及伟大的现代音乐作品以巨大力量。世界时刻的钟声已 

经敲响，它在他们的独白中已得到回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作品比单纯 

以报告形式描述世界的文学更刺激的原因所在。这种向客观性的过渡依然 

停留在思想上而不是转化为一种行动，这一事实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中有 

其基础：在这种社会状态中，单子论的具体而普遍的条件继续存在于各 

处，尽管所有的保证都与此相反。而且，具有古典主义倾向的卢卡奇很 

难期待此时此地的艺术作品能够突破这种思考。他对艺术品质的宣言与 

实用主义格格不人，而实用主义在面先进的、负责任的艺术生产时，

只是满足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简单结论。

卢卡奇引用并同意我著作中对新音乐老化的论述，以便使用我的辩 

证思考；矛盾的是，他的论述很像塞德迈尔w那样：既反对现代艺术， 

也反对我自己的意图。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顺着他说：“只有男P些不

(接上页）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终原因和动力，把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过程看作世界精利|的活动 

过程•人类历史只不过是世界精神展示自己和实现自己的“舞台”。个人和民族则只是世界稍神实现 

它的目的的"代理人”或 “活的工具”。—— 汉译注

[ 1 ] 阿多诺这里参考了汉斯■塞德迈尔（Hans Sedlmayr, 18%- 1984)的书。C f. Hans Sedlm ayr, 

设r/u s fc fe rM tte (Salzburg: M iille r，1951) (translated as A rt in  Cris/s，Chicago: Regnery, 1958).塞德迈尔是奥 

地利艺术史学家，新维也纳学派艺术史学创始人，曾执教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和萨尔茨堡大 

学。主要著作有《艺术与真理》《黄金时代》等，《艺术的危机》》是其代表作，该书已在国内出版。 

参见[奥地利]汉斯•赛德尔迈尔：《艺术的危机：中心的丧失》，王艳华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 

版。—— 英译注戣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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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自己的思想才是真实的。” [11而且没有作者能够拥有这种思想的所 

有权。但事实上，卢卡奇的论点毕竟没有夺走我的所有权。艺术不能把 

自己确立为直接等同于恐惧的纯粹表达，这一观点在我的《新音乐的哲 

学》中有所表达 P1，尽管我不同意卢卡奇那种官方的乐观主义观点，即 

从历史上看，今天没有那么多恐惧的理由，“颓废的知识界” （ dekadente 

Intelligenz) 没那么多可惧怕的东西。但是，超越表达中纯粹明示的“这 

个”既不意味着形成一种张力匮乏的物化风格，这是我对新音乐老化的 

指责，也不意味着飞跃到黑格尔意义的积极性上，这种积极性是非实体 

和非本真的，并且不构成任何反思的前形式。PI新音乐老化的含义不是向 

已经老化的旧音乐回归，而是对新音乐的强烈的自我批判。然而，从一 

开始，对•恐惧的朴素描绘就不止于此。它意味着通过表达、通过毫无偏 

差的命名行为的力量来进行抵抗：这与由“颓废”这个侮辱性词语引发 

的所有联想是完全相反的。卢卡奇确实将其贬损的艺术归结于对负面现 

实 和 “可恶的”统治的消极回应。“但是他继续写道，“由于现代主义 

在描绘扭曲时缺少批判性的超脱，所以它实际上设计了在任何社会中强 

调扭曲之必要的风格技巧，于是可以说它进一步扭曲了扭曲。通过将扭 

曲归因于现实本身，现代主义将现实中起作用的反作用力斥为本体论上 

无关紧要的东西。”（第 84—85/75—76页）对立力量和对立倾向的官方乐 

观主义迫使卢卡奇压制黑格尔关于否定之否定—— “扭曲之扭曲”一 是 

肯定的命题。只有这一命题才能阐明艺术中致命的非理性主义术语“多 

重性” （Vielschichtigkeit) 的真相：在真正的现代艺术作品中，痛苦和快

[1] Theodor W. Adorno, Alinima Moraiiat Frankfurt a. M. 1951, S. 364. Cf. Theodor W. Adorno> 

Minima Mora/Za, translated by E. F, N.Jephcott (London: NLB» 1974)，p.192.参见 [德 ] 阿多诺：《最低限度 

的道德—— 对受损生活的反思》，丛子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 230页。—— 原注、英 

译注暨汉译注

[2] Theodor W. Adorno, Philosophic derneuen Musik, a. a. O., S. 51 £ Adomo» Philosophy o f Modem 

pp. 4S-M•参见[德]泰奥多尔• W•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第五版)，W俊峰译，中央编译
出版社 1 2 3 *〇17 年版，第 160—163页。—— 原注、英译注妊汉译注

[3] G. W. F. Hegel, AesthedcSy translated by T. M. Knox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I:

593.——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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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在不协和音（Dissonanz) 中的表达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而这 

种快乐则被卢卡奇贬称为哗众取宠的快乐，亦 即 “为新奇而新奇的乐趣” 

(第113/105页)。这一点必须结合美学领域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来加 

以理解，而这种做法则是卢卡奇所极力避免的。由于艺术作品没有以直 

接现实作为其题材，所以它从来不会像认识通常所做的那样说：“就是这 

样”（eSiStS〇)，相反，它说的是“就像这样”（so iste s)。它的逻辑不是 

主语和谓语所陈述的逻辑，而是内在连贯的逻辑：只有在这种逻辑中并 

通过这种逻辑，也通过它置放的各元素之间的关系，它才有立足之地二 

它与经验现实的对立关系（经验现实属于它，它自己也属于经验现实）’洽 

恰包含这样一个事实：与直接处理现实的智识形式不同，它从来没有明 

确地将现实定义为一件事或另一件事。它不作判断；当它作为一个整体 

被对待时，它就变成了一种判断。如黑格尔所示，不真实的时刻包含在 

每一个个人的判断中，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完全是个人判断所说的那样，

而艺术纠正了它，因为艺术作品综合了它的元素，而这些元素中的任何 

一个都没有被其他元素所陈述：目前流行的“讯息”（Aussage) 概念与艺 

术没有任何关系。作为一种没有判断的综合，艺术在细节上失去了确定 

性，却通过对通常被判定所剔除之物给予更大的正义得到了补偿。艺术 

作品只有作为一个整体，只有在它的所有中介中并通过这些中介而不是 

在它的个人意图中，才成为认识。个人的意图不能从艺术作品中抽象出 

来，艺术作品也不能用个人意图来判断。但这恰恰是卢卡奇所遵循的原 

则，尽管他反对那些在写作中如此行事的御用小说家。虽然他很清楚他 

们的标准化产品有哪些不足之处，但他自己的艺术哲学却无法抵御同样

的写作短路（KurzschKisse) ,而这种短路的影响-----种自上而下的白痴

做派—— 则因此让他感到恐惧。

面对艺术作品必不可少的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不能作为一个偶然 

的个案而被抛弃—— 卢卡奇闭上了眼睛。当他看待特定的文学作品时， 

他强调的是恰在眼前的东西，因此也就错过了整体的意涵。他)^戈特弗 

里德 •贝恩 （ Gottfried Betrn) 写的一首公认很平庸的诗感到惋惜，诗中 

写道：



哈，但愿我们是人类的原始祖先。

温暖沼泽中的一团黏液。

生与死，受胎与分娩 

会从我们无声的汁液中滑出。

一缕海藻或一座沙丘，

由风塑形，底座沉重。

甚至蜻蜓的头或海鸥的翅膀 

也会走得太远，受苦太多。

卢卡奇在这首诗中看到，“作为动物和作为原始现实的人，与作为 

社会存在的人的对立”—— 就如海德格尔、克拉格斯W和罗森堡P1所认 

为的 iP 样—— 并 最 终 “对反常和……一种毫不掩饰的反人文主义赞美颂 

扬”（第 3 2页），然而即使人们完全认同这首诗的内容，最后一行也暗示 

了更高层次的个性化是叔本华式的痛苦，而对史前时代的渴望仅仅反映 

了当前无法忍受的压力。卢卡奇批评概念的道德色彩与他对主观主义“无 

世界性”的哀叹中的道德色彩是一样的，就好像先锋作家真的实践了胡 

塞尔现象学中极为怪诞的说法：方法论上的世界毁灭 （methodologische 

Weltvernichtung)。因此，卢卡奇指责罗伯特.穆齐尔（RobertMusil) 说： 

“当乌尔里希—— 穆氏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中的主人公—— 被问及如果 

处在上帝的位置他会做什么时，他回答说•.‘我将被迫废除现实。’外在 

现实的废除是对‘没有个性’的主观存在的补充， （第 23/25页 )然而， 

卢卡奇所控告的这句话显然是为了表达绝望，表达逃离的悲观厌世情绪 

(Weltschmerz)，以及以否定的方式表达爱。卢卡奇对这一切只字不提，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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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该是指路德维格•克拉格斯（LudwigKlagt^ lS^ - l! ^ ) ,德国心理学京和哲学京，性 

格学和现代笔相学（笔迹分析〉的创始人，著有《笔迹学问题》《性格学的原则》«论生命的S 义》 

等。—— 汉译注

[2 ] 可能是指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ed lBM- i m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悴

德国的一名重要政治人物，为纳粹党党内的“思想领袖'  著有《二十世纪的神话》一书.后在纽伦 

堡审判中被判处绞刑• 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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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以一种真正“无中介的”、毫无反思的正常概念及其补充物，亦即病 

态扭曲的概念进行运作。只有幸福地清除了精神分析所有痕迹的精神状 

态才无法认识到这种常态与禁止部分本能的社会压抑之间的联系。继续 

毫不掩饰地谈论“正常”和 “反常”的社会批判，它本身仍处于它所描绘 

的已被克服的魔咒之下。卢卡奇像黑格尔那样并且很爷们地拍着胸脯强 

调，实实在在的普遍性，其地位要高于单纯个体化那种虚幻的、站不住 

脚 的 “糟糕存在”，这让人想到强烈要求消灭变态者和不适合活着的人的 

地方检察官。他们对诗歌的理解值得怀疑。在诗的语境中，贝恩诗中的 

第一行“哈，但愿我们是人类的原始祖先”与它想在字面上表达的意思相 

比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 “原始祖先（Ururahnen) ”这个词里蕴含着一种 

冷笑。通过风格化，诗歌主题的冲动—— 顺便说一句，它是老派的，而 

不是现代的一表现为幽默的不真实，表现为一种忧郁的游戏。诗人假 

装希望自己回到的东西和他实际上不希望自己回到的东西交织排斥，强 

调了他对社会产生的苦难的抗议。所有这些，以及贝恩使用科学词汇和 

主题所产生的蒙太奇式的“间离效果”（Ver& emdungseffekt) 都可以在他 

的诗中感受到。通过夸张，他叫停了卢卡奇直接归咎于他的所谓退化。 

听不到这些弦外之音的人，就像勤奋而熟练地模仿托马斯•曼写法的初 

段作家一样，曼曾笑言道：“他写得和我一模一样，但他是认真的。”像卢  

卡奇在论贝恩的附注中所做的那些简化，不仅没有认识到其中的细微差 

另IJ; 而且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些细微差别，它们也同样没有认识到艺术作 

品本身，后者只有通过细微差别才成为艺术作品。这样的简化是愚■的 

症状，即使是最聪明的人，当他们与那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颁布指 

令保持一致时也会遭此厄运。甚至早些时候，为了给现代文学冠以法西 

斯主义罪名，卢卡奇得意洋洋地找到了里尔克的一首歪诗，并像一头闯 

进瓷器店的公牛一样在诗中横冲直撞。人们在卢卡奇那里所感受到的那 

种退化，一种曾经是最先进的意识的退化，是不是威胁欧洲思想、的退化 

阴影的客观表现^~一是不是欠发达国家投射在较发达国家身上的阴影， 

而后者已开始与前者结盟；或者它是否揭示了理论本身的命运—— 这利1 

理论不仅在人类学的预设方面，亦即在理论家的思想能力方面正在曰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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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亡，而且其实质也在客观上逐渐萎缩，在这种存在状态中，对理论的 

依藏更少了，而对•一种与预防灾难的任务相同的实践的依赖则更多了。 

凡此种种，都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即使是广受赞誉的托马斯•曼也逃不过卢卡奇的新式天真；卢卡 

奇 以 一 种 宗 教 式 的 虚 伪 （Pharisaismus) 将他与乔伊斯对立起来，这可 

能会让曼这个记述崩溃和衰落的作家感到震惊。由柏格森开始的关于时 

间的争论被视为一个戈尔迪乌姆之结。W 既然卢卡奇是一个优秀的客观 

主义者，那么客观时间必须永远是正确的，而主观时间一定只是颓废 

造成的扭曲。正是年轻的卢卡奇在论福楼拜的《情感教育》（总fccaabfl 

时如此有力地描述了物化、异化、无意义时间的难以忍 

受 ^ ，才使柏格森提出了他的时间体验（Edebniszdt) 理论，而不是如同 

各色虔诚的愚蠢所能想象那种主观分解精神。在 《魔山》中，托马斯•曼 

也向柏格森的绵延时间 （ temps du^ e) 致敬。为了把曼的批判现实主义 

论点挽救出来，卢卡奇给小说中的许多人物打了高分，因为即使在主观 

上 ，他 们的“时间经验也是正常和客观的”（第54/51页)。然后他写道饿 

逐字逐句引用如下）：“的确，齐姆森意识到，时间的现代体验可能只是 

疗养院中反常生活方式的结果，与日常生活完全隔绝。”（第 54/51页）齐 

姆森这个人物身上的讽刺意味完全被我们这位美学家忽视了，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削弱了他对他所赞扬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敏感。在卢卡奇看来， 

齐姆森这个心 Ji匈狭窄的军官是后歌德时代的瓦伦廷131，他像战士一样勇 1 2 3

[1] 戈尔迪乌姆之结 （G ord ischerK noten /  G ord ianknot) ,西方传说中的物品，神瑜说，如果 

谁能解开这个结，那么他就会成为亚细亚之王。公元前3M 年，亚历山大大帝率大军来到小亚细亚 

的北部城市戈尔迪乌姆。此城有宙斯神庙，庙中有一辆献给宙斯的战车，该车车轭和车辕之间，用 

山茱英绳结成了一个绳扣，绳扣上看不出绳头和绳尾，要想解开它简直比登天还难。亚历山大大帝 

对■此传说很感兴趣，于是命人带他去看这个神秘之结。见此绳结，他凝视良久，猛然间拔出宝剑， 

手起剑落，绳结破碎。就这样，亚历山大大帝以不按常理出牌的方式解开了绳结，他偯终也成为千 

古一帝。—— 汉译注

[2] 卢 卡 奇 在 《小说理论》中有关于“《情感教育》与小说中的时间难题"的论述.参见【匈] 

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 114-120页，一 汉译注

[3] 瓦 伦 廷 （V a le n tin) , 歌 德 《浮士德》中的人物，是女主角玛格丽特的哥哥。他以妹妹为荣， 

当得知妹妹与浮士德幽会时，他气得发抖，并立刻向浮士徳宣战，® 终死在浮士® (受到®菲斯特 

的唆使和帮助）的剑下. ——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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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地死去，即使躺在床上，也是真实生活模式的直接代言人，这很像托 

尔斯泰想让他笔下的列文成为的那样，只不过列文失败了。事实上，托 

马斯•曼以一种不加反思却极其敏感的方式把两个时间概念之间的关系 

表现得矛盾而模糊，这与他的整体方法和他对资产阶级一切事物的辩证 

态度是一致的。对与错被分配在此二者之间：一边是庸人的物化意识， 

他们徒劳地逃离疗养院，投身于自己的职业；另一边是那些留在疗养院 

的人的梦幻时光，一种波西米亚和浪漫主观主义的寓言。明智的是，曼 

没有调和这两种时间，也没有在其作品的构建中为其中的一种或另一种 

表态。

事实上，卢卡奇的哲学思考甚至完全偏离了他最喜欢的文本的美学 

含义，其原因在于他的前审美偏好 （ parti pris) 倾向于文学作品的材料 

和传播内容，他将它们与艺术客观性混淆在一起。他不关心反讽之类的 

修辞手法，这绝不是反讽太隐蔽，因为那些更显眼的手法他同样不管不 

顾；他也没有因为这种放弃而获得作品（已经清除了主观表象）的真理内 

容 （Wahrheitsgehalt) 的回报。相反，他被作品贫瘠的残余物，被它们的 

物质内容（Sachgehak) 所迷惑，这当然是获得真理内容所必需的。尽管 

卢卡奇想要防止小说的倒退，但他还是鹦鹉学舌般地模仿教义手册上的 

文章，比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意识形态认可的认识反映论(Abbildtheorie 

derErkenntnis) , 以及有关人类的机械进步的教条，即独立于一种在此期 

间已被扼杀了的自发性的教条—— 尽管从不可挽回的过去来看，“对于世 

界的理性和人类洞察其秘密的能力的信念”（第44/必页）有很多期待。 

因此，卢卡奇不由自主地接近了幼稚的艺术概念，而这种概念使他在不 

如他精通艺术的官僚中感到尴尬。他试图突破的努力是徒劳的。他对自 

己审美意识的损害程度可以从一段关于拜占庭拼花图样的寓言解释中看 

出：他说，在文学中，这种质量的艺术作品只能是“例外情况”（第 42/40 

页h 仿佛除了研究院和音乐学院外，艺术依然有着规则和例外之间的区 

别似的f 仿佛一切审美事物都是个体化的，因为它遵循自己的原则和自 

己的普遍性，所以并不总是例外的，反之， 一 切直接符合普遍规则的事 

物，却因此使自己丧失了具有审美形式的资格。“例外情况”与 “巅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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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属于同一类词汇。已故的弗朗茨.博克瑶111在与共产党画地绝交之后 

曾说，他再也受不了人们用市议会精神谈论黒格尔逻辑和在黑格尔逻辑 

范畴内谈论市政法规了。这样的污染诚然可以追溯到黑格尔本人，它也 

将卢卡奇限制在他固有的水平上。在卢卡奇笔下，黑格尔对“不幸意识” 

(dasungKicklicheBewuBtsein) 的批判，思辨哲学超越孤立主体性的虚幻精

神气质的冲动，成为心胸狭窄、尚未达到主体性水平的党内官员的意识 

形态。他把他们咄咄逼人的无知一 19世纪小资产阶级的残余一夸大 

为适应现实的局限性，而现实已经完全脱离了个性。但是，辩证法的飞 

跃并不是跳出辩证法的飞跃，不是通过纯粹的信念将不幸意识转变为幸 

福的同谋，并以牺牲艺术生产的客观社会的和技术的要素为代价。按照 

卢卡奇几乎不会质疑的黒格尔的学说，所谓更高的立场必须必然保持抽 

象。卢卡奇为反对“男孩遇见拖拉机文学” 121的愚蠢而提出的绝望的深刻 

见解，也没有使他免于抽象和幼稚的高谈阔论：“所处理的内容对他们来 

说越共同，来自不同方面的作家就越是在相同的现实中探索相同的发展 

条件和相同的发展趋势，而现实以及所描绘的所有区别，就越会转变成 

大体上的或纯粹的社会主义现实，批判现实主义就越接近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它 的 消 极 （非排斥）视角就越会在许多过渡中转变，变成一种积极 

(肯定）的社会主义视角。”（第 125/114页)。消极的也就是不排斥，积极 

的也就是肯定的，这两种视角之间的虚伪区别把文学质量的问题直接转 

移到了卢卡奇想要逃避的规范信念领域。

然而，毫无疑问，他是想逃避这一领域。为了公正地评价他的书， 1 2

[1] 弗 朗 茨 .博 克 瑙 （&112 8〇也〇«11>19〇〇-1!)57),奥地利社会学家。出生于维也纳，就读于 

德国莱比锡大学期间，对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产生浓厚兴趣。19：21年加人德国共产党，大学毕业 

后移居柏林，在共产国际任职直至1929年。后转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主要研究资本主义与怠识 

形态的关系。著 有 《西班牙战场：内战见闻实录》《奥匈帝国之后》《共产国际史》等 *—— 汉译注

[2] 男孩遇见拖拉机文学 （ boy meets ttactor-LiKratur) 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别称I 

按照这种创作原则，本 来 是 “男孩遇见女孩” （ boy meets girl) 的情节就被■■男孩遇见拖拉机• （ boy 

meets tractor) 所取代。于是，“男孩遇见拖拉机” “男孩爱上拖拉机” “男孩和拖拉机共建社会主义- 

就成为特定创作公式。甚至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也为日丹诺夫心目中的这种小说设计了一个 

笑i舌：男孩遇见拖拉机，男孩失去拖拉机，男孩去城里寻找拖拉机，然后找到拖拉机，继续与之恋 

爱，开着拖拉机回到农村，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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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牢记，在那些关键事情无法直呼其名的国家，官方恐怖的标记 

已经烙印在所有代替它们的言语上。但反过来说，正因为如此，即使是 

那些软弱的、偏颇的、不完整的思想，也会在这个星丛中获得一种它们 

的文字内容所没有的力量。本书的整个第三章都必须依此角度展开阅 

读，尽管智力消耗和所处理的问题并不相称。有许多阐述，其中的思路 

只需要延伸到开放空间即可看出究竟。例如下述文字：

仅仅研究马克思主义（更不用说仅仅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其他 

活动，甚至是仅仅获得党员身份）本身是不够的。作家可以通过这种 

方式获得有用的经验，并意识到某些思想和道德问题。但是，要把现 

实的“真实意识”转化为适当的审美形式，并不比资产阶级的“虚假 

意识”容易多少。（第101—102/96—9 7页）

或者，抨击目前到处可见的报告文学式小说（Repomgeroman) 的 

枯燥的经验主义：“在批判现实主义中，就像左拉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 

更适合于学术专著的纪实性的整体理想，是某些固有问题的产物。我将 

表明，类似的也许是更大的问题内在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中。”（第 

106/100页)。在此语境中，卢卡奇用他年轻时的术语，为集中的而不是 

广泛的总体性的首要地位进行辩护。他只需要把他的要求进一步深入文 

学作品本身，就可以证明他在其权威的（ ex cathedra) 训示中谴责先锋作 

家的那些东西；奇怪的是，尽管如此，他仍想“征服”“颓废运动的反现 

实主义”。在某一时刻，他甚至差不多看到俄国革命绝不是带来了需要和 

支 持 “正面”（positiv) 文学的条件：“我们必须记住，尽管夺取政权是 

一次巨大的飞跃，人 们 （包括作家）都不会自动转变。”（第112/1〇4— 

1〇5 页）然后，尽管以一种委婉的形式，仿佛他在讨论一种单纯的反常 

现象，但他却不经意地吐露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相：“结果将是 

—种稀释的、劣质版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缺乏那种传统的美德。”（第 

m /116页）他说，在这种文学中，“艺术家视角的真实本质”被误解了。

换句话说，“许多作家将指向未来但却仅以那种形式存在的趋势—— 如果 

理解正确的话，正是因为它可以为评估眼下提供一个决定'性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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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实本身视为一体；他们将只是以胚胎形式表现的趋势再现为充分发 

展的现实；换言之，他们机械地将透视和现实画上了等号”（第 128/116 

页）。一旦去掉术语的外壳，这仅仅意味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成规和卢 

卡奇认为是其补充的社会主义浪漫主义都是不良现状的意识形态变形。 

对卢卡奇来说，官方的客观主义总体式文学观 （ ObjektivismustotaMrer 

Literaturbetrachtung) 被证明只是主观的。他将这种文学观与更人性化的 

审美客观性概念进行了对比：“艺术也受客观规律的支配。违反这些规律 

可能不会像违反经济规律那样产生立竿见影的后果；但它会使作品质量 

低劣化。” （第 129/117页）在这里，在思想有勇气坚持自己信念的地方， 

卢卡奇的判断远比他对现代艺术的庸俗评价准确得多：“这些中介因素的瓦 

解 ，导致了理论和实践上错误的两极分化。一方面，理论从对实践的指导 

变成了一种教条，另一方面，两者之间的矛盾元素被消除了。”（第130/118 

页）接着，他简洁地说出了核心问题：在这样的作品中，“文学不再反映 

社会生活的动态矛盾 f 它成为抽象‘真理’的例证”（第132/119页)。他 

说 ，对此负责的是作为“出发点”的 “宣传鼓动”成了艺术和思想的样 

板，而艺术和思想便日渐枯萎、变得僵化，成为公式化的并在意识形态上 

被固化在实践中。“取代辩证结构的是……我们得到一个静态示意图'(第 

135/121页）对此，没有哪个先锋作家能在肚面添加什么东西了。

所有这一切给我们留下的感觉是，一个人绝望地拖着他的锁链，想 

象着它的叮当声是“世界精神”的进行曲。他不仅被当权者蒙蔽了双眼， 

后者在他们的文化政治中几乎不会把卢卡奇不服从的思想放在心上，假 

如他们真的容忍这些思想的话。此外，卢卡奇的批判还陷人了这样一种 

错觉，即借用在中国制定出的区分，实际上受压迫、被榨干的当代俄罗 

斯社会是矛盾的，而不是对立的。卢卡奇抗议的所有症状，它们本身都 

源自独裁者及其追随者向大众灌输某个论点—— 卢卡奇在他的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概念中含蓄地支持这一论点—— 之需要，亦源自他们从意识中 

消除任何有可能使大众偏离它的东西之需要。实现这种真正功能的教义 

的权威不能仅仅通过证明它是错误的就被摧毁。卢卡奇引用了黑格尔的 

一句愤世嫉俗的话，它表达了古典资产阶级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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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描述的这一成长过程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学徒期的目的在于， 

主体磨平了自身棱角，使其自身愿望和想法与现存关系及其合理性相协 

调，然后进入世界的关联之中，并从中获得对世界的适当态度。” W (第 

122/112页）卢卡奇紧接着评论道： .

在某种意义上，许多伟大的资产阶级小说都与黑格尔的论述相 

矛盾；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些小说又证实了他的论述。与之相矛盾 

是因为，教育过程并不总是以接受和适应资产阶级社会而告终。年轻 

人的信念和梦想在社会压力面前遇阻受挫；反叛的英雄被打挎，被赶 

入孤立状态，但黑格尔所说的与社会的和解并不总是被勒索出来的。

另一方面，由于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往往以前者的顺从而告终，其最终 

结果与黑格尔所暗示的并无太大差别。（第 122/112页 ）-

现实的假设必须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没有断裂的情况下被表现出来，并 

且必须被“反映” 一卢卡奇顽固地坚持这个术语一以确保没有断裂， 

这个假设作为他美学的最高标准暗示着和解已经实现，社会已被校正，主 

体已进人它自己的世界并在其中自得其乐。卢卡奇在一处反禁欲主义的题 

外话中承认了这一点。只有到那时，卢卡奇在黑格尔那里感受到的顺从时 

刻才会从艺术中消失，他当然也必须在歌德那里承认这一时刻，因为歌德 

是他鼓吹顺从的现实主义概念的原型。但是分裂和对抗仍在继续，而如他 

们所言，说这种分裂与对抗已在东方集团的国家中被克服，这纯粹是一个 

谎言。那种牢牢控制住卢卡奇的、阻止他回到魂牵梦绕的年轻时的乌托邦 

的魔咒，重演了他自己在绝对的唯心主义中发现的那种被勒索的和解。

202 2年 8 月 译 于 北 京 、晋 城 和 阳 城  

2 0 2 3 年 5 月 校

[ 1 ] 参见 [德】黑格尔：《美学》第 2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5)79年版，第 3 6 4页。



第三辑

文 化 工 业 ：总 体 效 果 是 反 启 蒙



文化工业述要[1]

文 化 工 业 （Kukurindustrie) 这一词语大概是在《启蒙辩证法》这本 

书中第一次使用的。此书由我与霍克海默合作，1947年出版于阿姆斯特 

丹。在草稿中，我们使用的是“大众文化”（Massenkultur) ,后来我们用 

“文化工业”取而代之，旨在从一开始就把那种让文化工业的倡导者们乐 

于接受的解释排除在外，亦即，它相当于某种从大众当中自发产生的文 

化 ，乃是 民 众 艺 术 （Volkskunst) 的当代形式。但 是 “文化工业”与民众 

艺术截然不同，必须严格加以区分。文化工业把家喻户晓、老掉牙的东 

西加以融合，产生出一种新的东西来。在其所有的分支中，文化工业的 

产品者P是或多或少按照特定的意图、专为大众消费而量身定做出来的， 

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种消费的性质。文化工业的各个分支在结构上相 

似 ，或至少彼此适应，因而自成系统，浑然一体。而这种局面之所以成 

为可能，全赖当代技术的能力以及财力与管理的集中。文化工业有意自

[ 1 ] 《文化工业述要》（“R6sum6 iiber Kulturindustrie” ）是阿多诺I% 3年为黑森广播公司（ Hessian 

Broadcasting Sy ste m )的 “国际广播大学节目 ” （ International Radio University Program)做的一个演讲， 

后 被 收 入 《无模范》（OhneLe/ffeiW, Frankfiirt/M.iSuhrkamf^lPG?) —书 。 1970 年代，拉宾巴眷 （ Anson 

G .R a b ln b a ch )以 《文化工业再思考 》 （ “ 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 ）为题译成英文》刊发于《新 

德 国 批 判 》 （ New German Critique 6, Fall 1975, pp . 12-19)。本文译自 Theodor W. Adorno* The Cu/wnr 

Incfustty; Se/ecfed jBssa/s on Aihss Cu/fure, London: Routledge, 1991, 85 -9 2 ,关键用语参考了收在《阿

多诺文集》中 的 徳 语 原 文 （Gesa/nme/fe Schn’fte/j: K'u/rurtn'tffc urn/ Gesetfsc/w/i' J, Bd* KU» Frankfii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7, S* 337-345)。全文于2009年由美国的W雅学女史校订，文中几处疑难问 

题当年亦曾向方维规教授谙教，特此致谢。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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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下整合其消费者，它把分离了数千年，各自为政、互不千扰的高雅 

艺术与低俗艺术强行拼合在一块，结果是两者俱损。高雅艺术的严肃 14 

在于其精确的效力，这种效力因文化工业的投机追求而被毁坏；低俗艺 

术的严肃性在于社会控制尚不彻底的情况下它与生俱来的反叛性抵抗， 

这种抵抗因文化工业强加于其上的文明化制约而被消灭。因此，尽管文 

化工业针对的是大众，尽管它毋庸置疑地在对芸芸众生的意识与无意识 

状态投机押宝，但是大众对它来说并不是首要的，而是次要的，他们仅 

仅是被算计的对象，是整个运转机制的附属物。顾客并不像文化工业试  

图让人相信的那样就是上帝，他们不是文化工业的主体而是其象。大 

众媒介（Massenmedien) 是专门为文化工业打造出来的一个词语，它已不 

动声色地将侧重点转移到了与人无害的领域。它既不是一个是否把大众 

放在首位的问题，也不是表达这种关切的传播技术问题，相反，它是一 

个注人到大众中的精神问题，是有关他们的主人的声音问题。文化工业 

歪曲使用它对大众的关切，以便复制、强化和巩固他们的精神气质。它 

认为这种精神气质是既成不变的，因此，对它会如何发生变化根本不予 

考虑。虽然文化工业本身必须去适应大众才能存在，但大众并非文化工 

业的衡量尺度，而是它的意识形态。

正如布莱希特与苏尔坎普111在三十年前所言，工业化的文化商品是以 

价值实现为主导原则，而非其自身特定的内容及其和谐的构成形式。文 

化工业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在于把赤裸裸的蠃利动机嫁接到种种文化形式 

上。这些文化形式自从作为市场上的商品第一次开始为其创作者赚钱谋 

生以来，它们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这种属性。但那时候它们只不过是 

在保持其自主的本质之外间接追求利润。而文化工业之“新”则意味着， 

在其最典型的产品中，第一要务乃是追求精确而彻头彻尾地算计出来的 

效力，直截了当，毫不掩饰。艺术作品的自主性当然很少以一种完全纯 

粹的方式凸现出来，相反，它总是与各种各样的效果难解难分。文化工

【1】 彼得•苏尔坎普（P« « Suhrkamp, 1891 - 1959),德国出版家。1950年，在作家黑塞的提议 

下创立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icampVerkg),从此出版人文科学类书籍，影响甚大。----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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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从自己的意愿出发，铲除了艺术的这种自主性，不管这是不是它的支 

配者们有意识的行为。后者既包括那些执行指令的人，也包括那些大权 

在握的人。用经济学的术语说，他们过去或现在总在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寻找新的利用资本的机会。产业集中的过程使旧的产业形式日益艰难， 

但文化工业却正是通过这个过程而成为无处不在的庞然大物。真正意义 

上的文化并不仅仅去满足人类的需要；它同时还对支配人的僵化关系提 

出抗议，因而予人类以尊重。但是，当文化被全部同化并被整合进这种 

僵化关系时，人类就再一次遭到贬低。文化工业的典型产物不再“也是” 

商品，它们就是不折不扣的商品。这一量变如此巨大，它引发出一种全 

激f的现象。到最后，文化工业甚至不再需要处处直接追求它所起源的利 

润动机。这些利润动机已经内化在它的意识形态当中，甚至使自己脱离 

了文化商品强制‘性的出售本能，因为不管人们是否愿意，这些文化商品 

反正会被吞咽下去。文化工业变成了公共关系，或者说是制造所谓的“友 

善”（goodw ill)，至于是哪家公司或什么产品，则无关紧要。如同专门针 

对•大众而制作出来的广告一样，它所推销的是一种通行的、不加批判的 

认可，而文化工业的每个具体产品都成了文化工业自身的广告。

虽然如此，这个过程仍然保持了当初文学转换成商品时所带有的特 

征。最重要的一点是，文化工业有它自己的本体论，亦即一个由界限严 

格且保守不变的几种基本类型所构成的支架。从17世纪末与18世纪初英 

国 的 商 业 说 中 ，我们可以找到这些类型的踪迹。文化工业所夸耀的进 

步以及不停 i也向我们提供的所谓新东西，不过是千篇一律之物的不同伪 

装 ；在其不断翻新的花样下面乃是同一具骷髅，正如文化工业的利润动 

机从取得了对文化的支配时起就再也没有起过任何变化一样。

因此，对 “工业”（Industrie) —词的理解不可拘泥于字面意思。它 

指的是事物本身的标准化（例如每个电影观众都熟悉的西部片的那种标准 

化 ），发行技术的合理高效化，而不仅限于制作过程。在电影这个文化工 

业的中心、领域，虽然制作过程与技术生产模式类似，同样是分工高度精 

细 ，使用机器，劳动者与生产方式分离—— 表现为文化工业中活跃的艺 

术家与些文化工业掌控者之间的永恒冲突—— 但是它却又保持了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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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个别形式。每一件产品都给人一种独特而有个性的感觉，在人们 

心里唤起一种幻觉，好像这种完全物化并被中介的东西乃是逃脱现时与 

生活的避难所。如此一来，所谓的个性又在起着强化意识形态的作用。 

今天的文化工业一如既往地为“服伺”第三者而存在，与衰退中的资本流 

通过程以及它从中生发出来的商业唇齿相依。其意识形态首当其冲的特 

征是釆用明星制，而此种制度又是从个性化艺术以及对■其商业价值的发 

掘中借用来的。文化工业的运作手段与内容越是非人化，它就越是卖力 

而且成功地宣扬所谓的大明星，并靠令人销魂的俊男靓女而运作。它的 

工业性更多地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这在于其采纳工业化的组织形式，而 

不在于它通过技术理性实际生产出了什么。相反，即使它像效率合理化 

的办公室工作一样什么也不生产，它也是工业。因此，文化工业在很大 

程度误用了其能量，令那些因新技术的使用两变得过时的文化分支深陷 

危机，而这些危机很难给这些分支带来好的转变。

文化工业中的技术（Technik) 概念只是在名义上与艺术作品中的 

技术相等同。在艺术作品中，技术考虑的是对象本身的内在组织与其内 

在逻辑。与此相反，文化工业中的技术从一开始就是营销的技术，机械 

复制的技术，因而总是外在于它的对象。文化工业恰恰是在它小心避免 

使其产品中的技术充分发挥潜能之时而找到了意识形态的支持。它寄生 

于艺术之外的物质生产技术当中，却不顾及技术的功用性（Sachlichkeit) 

中所隐含的对内在艺术整体的服从，也不关心审美自主性 （ Ssthetische 

Autonomie) 所要求的形式法则。这样一来，文化工业的面相基本上成为 

以下两方面的混合物：一方面是流线型的、摄影般的坚硬与精准；另一 

方面是个性化的残余，感伤的表达与经过理性处理和改造之后的浪漫主 

义。采用本雅明在定义传统艺术作品时使用的光晕（Aura) 概 念 （一种 

不在场的在场)，文化工业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另立一个与光晕相对的原 

则，而是保存了一个残败的、薄雾般的光晕。由此，文化工业暴露了它 

自身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恶劣行径。

近年来，文化官员和社会学家喜欢告诫人们不要低估文化工业，指 

出它在发展消费者意识方面极其重要。他们认为，文化工业应该认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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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文化教养深厚者的傲慢是要不得的。就实际效应而言，文化工业的 

重要之处在于它是今天占主导地位的精神要素。任何人如果出于对文化 

工业所塞给民众的那些东西持怀疑态度而忽视其影响，那就太天真了。 

然而，有关认真对待它的警告却具有一种炫人耳目的欺骗性。鉴于文化 

工业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有关其性质，有关真实与非真实，有关文化工 

业产物的美学水准等种种令人不安的问题受到压制，或至少被排除在所 

谓的传播社会学（Kommunikationssoziologie) 的范围之外。批评者被指责 

钻在自负而深奥的学问里。首先需要指明的是文化工业的这种重要性所 

具有的双重意义，因为它正在缓慢而不为人注意地渗透到人们的心里。 

事物的功能并不能保证它就一定具备某种特定品质，哪怕它对千百万民 

众的生活发挥着影响。美学与文化工业残留的传播功能的合流并没有把 

作为社会现象的艺术引向一个适合它、与某些人所指责的艺术上的势利 

相对立的恰当位置；相反，这种合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利用艺术去卫 

护其恶劣的社会后果。不能因为文化工业在大众精神构成上的重要性， 

我们就免除对其客观合法性和存在本质的反省，一种自认为注重实效的 

科学尤其不应该省略这种反省。恰恰相反，正因为文化工业的这一重要 

性，这样的反省变得必不可少。文化工业毋庸置疑的作用要求我们去认 

真对待它，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要批判性地认真对待，而不是 

在其一手遮天的特性面前退缩不前。

有些知识分子极其希望与这种现象握手言和，他们渴望找到一个 

通用的公式，既表达他们对文化工业的保留态度，又表达对其力量的尊 

敬。如果不是这些知识分子已经从强加于人的退化中创造了一套20世 

纪的新神话，带点讽刺的容纳态度就会流行。这些知识分子认为，说到 

底，人人都知道口袋本小说、套路化电影、包装成系列和集锦而推出的 

家庭电视秀、给失恋者的忠告和占星术栏目是怎么回事。在他们看来， 

所有这一切非但是无害的，反而是民主的，因为它满足了一种需求，尽 

管这是一种刺激出来的需求。比如说，他们指出，通过传播信息和忠 

告，向人们介绍能缓和心理压力的行为模式，这一切对人们来说未尝不. 

是好事。当然，正如衡量公众对政治的了解程度这种基本的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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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证实的那样，这种信息要么少得可怜要么无关紧要。更 况 ，从文化 

工业的体现物中所获得的忠告空洞、陈腐，甚至更糟，而它所宣扬的行 

为模式则毫无廉耻地顺应潮流。

卑躬屈膝的知识分子与文化工业之间的这种双面互悖关系并不只限 

于这两者本身。我们或许可以假定消费者的意识也被分裂为二：一方面 

享受文化工业照方子供应给他们的娱乐，另一方面则对•它到底是好是坏 

怀着不加掩饰的怀疑。“上当受骗，心甘情愿 ” （ dieWeltvrallebettogen 

sein) 11]这一谚语从未像现在这样贴切。正如这句谚语所言，民众上当受 

骗不说，而且如果被骗的确能够带给他们哪怕一瞬间的满足，他们也心 

知肚明地对这欺骗趋之若鹜。他们对文化工业递到他们手里的东西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发出赞美之声，心里则完全知道这些文化产品的目的何 

为，对自己这样则怀着某种厌恶。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是他们觉得一旦 

自己摈弃那原本就不存在的满足，生活将会变得完全不可忍受。

当今对文化工业最富雄心的辩护是赞美其精神，赞美它是一种形 

成秩序的因素，但是这种精神不外乎是意识形态而已。这种?洋护认为， 

在这个混乱无序的世界里，文化工业能给人提供一个类似导向系统的东 

西，仅此一点就值得赞美。然而，文化工业的辩护者想象当中3卩些被文 

化工业所保存下来的东西，事实上恰恰遭到了它更为彻底的摧毁。在^艮 

大程度上，彩色电影对舒适老客栈的摧毁远超炸弹之威力：电影灭绝了 

我们心中珍藏的那个美好形象（irmgo)。没有哪个家园能在赞美它的电影 

中幸存于世，并因此将其赖以茁壮成长的独特性，转变为可以互换的同 

—性。

作为对苦难与矛盾的一种表达，那种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之为文化的 

东西试图紧紧抓住美好生活的理念不放。文化既不能代表那些仅仅存在 

于目前的东西，也不能代表那些因袭的且不再具有约束力的秩序范畴。

然而文化工业却把它们覆盖在美好生活的理念之上，好像既存现实便是

[ 1 ] 此处说法应该与那句古老的拉丁语读语“ M undus vu丨td e c ip i，ergo decip ia tu r”有关，该谅语  

的英译是： “ The w orld wants to be deceived，so le t it be deceived.”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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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又好像那些秩序范畴是衡量美好生活的真实尺度。如果文化工 

业代表们的回应是它根本不出产艺术，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正 

是通过这一意识形态，他们逃避了文化工业对它依附而生的那种东西所应 

负的责任。一种不端行为并不能因解释其缘何不端而得到纠正。

于秩序的单独诉求如果没有明确的针对性，便是徒劳之举；对于 

规范传播的诉求如果不曾在现实中或意识前证明它们自己，也同样徒劳 

无益。一种能客观行使效力的秩序被兜售给民众，是因为对于民众来说 

这种秩序乃空缺之物。如果这一秩序既没有从自身内部、也没有在与人 

的对•峙中得到-验证，那它便无任何真实性可言。而这恰恰是任何文化工 

业的产品都不会去从事的事情。这类深深植入人思想中的秩序概念无一 

例外地总是现状下的秩序概念。尽管这些秩序概念对于接受他们的人来 

说已不再具有任何实质性内容，它们仍旧未被质疑，未作分析，未加辩 

证推演。与康德意义上的绝对律令相反，文化工业的绝对律令与自由已 

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宣告：你必须顺从，即便不告诉你顺从什么； 

顺从于业已存在的东西，跟大家共同的想法保持一致，这是人们对文化工 

业的威力与无所不在的一个条件反射。文化工业意识形态的威力是如此之 

大，以致顺从取代了意识。产生于文化工业的秩序绝非它所声称的那种样 

子，也绝不面对人类的真正利益。然而，秩序本身并非一定就是好的。只 

有当它真是好秩序时，才能称其为好。文化工业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 

只是从观念出发对其大唱赞歌，这一事实证明了它所传达的信息的孱弱 

与虚假。它声称给迷惑的人们以引导，却以虚假的冲突来蛊惑他们，并 

以此取代他们所面临的真正冲突。它只是在表面上为他们解决冲突，而 

解决冲突的方式在真正的生活中根本于事无补。在文化工业的产品里， 

人们只是能够安然得救时才陷人困境，而拯救者通常是一个善良群体的 

代表，然后，在一种空洞的和谐之中，他们与这个世界达成和解；而在 

刚开始时，这个世界的要求与他们自己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出于这一 

目的，文化工业已经发展出许多模式（Schermm) ,这种模式甚至已芟延 

到诸如轻音乐娱乐等非概念的领域。在这里，人们也陷人“困境”（_ ) ,  

遇到节奏上的麻烦，但随着基本节拍的获胜，问题立刻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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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连文化工业的辩护者们也不会公开反对柏拉图的说法。柏 

拉图认为，客观与本质上不真实的东西，也不可能在主观上对■人类真实 

而有益。文化工业调制出来的东西既不是幸福生活的向导，也不是有道 

德责任感的新艺术，而不过是准备起跑的命令，站在起跑线后面的是最 

为强势的利益集团。它所宣传的“赞同”（Einverstandnis) 强化了盲目而 

不透明的权威。如果对文化工业的衡量不是按其自身的实质和逻辑，而 

是按其效力，按照它在现实中的地位和它假装的需求；如果人们认真关 

注的焦点总是放在其效力上，而效力又恰恰是它本身总在诉求的东西， 

那么文化工业的潜在作用就会双倍严重。然而，这种潜在作用在于它对' 

自我弱化（Ich-Schw5che) 的鼓吹相利用；而在权力高度集+ 的当代社会， 

那些无权无势的社会成员注定摆脱不了这种自我弱化。他们的意识进一 

步退行性发展。据说那些玩世不恭的美国电影制片人说，他们的影片必 

须考虑11岁儿童的理解水平，这绝非巧合。以他们的所作所为看，他们 

倒是十分乐意把成年人变成11岁的少年儿童。

诚然，迄今为止还没有充分的研究提供无懈可击的案例，以此证  

明文化工业特定产品给人带来的退化效果。毫无疑问，设计一项富有想 

象力的实验将会达此目的，这比有关强大利益集团所乐于接受的方式要 

更为成功。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滴水终会穿石，特别是 

因为包围着大众的文化工业体制不能容忍任何偏离，没完没了地操练着 

相同的行为模式。大众之所以还没有按照文化工业为他们所建构的男P个 

样子来理解和接受这个世界，唯一的解释是他们无意识深处还保留着猜 

疑，它是艺术与构成大众精神的经验现实之间最后残留的一点差异。即 

使文化工业所传达的信息貌似无害（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信息显然并非无 

害，比如一些电影用习惯成见去塑造知识分子，从而附和当前大众中的 

反智潮流)，它所促成的各种各样的态度却绝不是无害的。假 n々 —个占星 

者告诫他的读者在某个特殊的日子里要小心开车，这当然于人无害；但 

是如果他号称其天天灵验因而愚蠢的忠告乃是星象显现出来的，SP么这  

就成了一种愚弄手段，的确会给人造成危害。

人类的依赖性与屈从状态（HSrigkeit)，亦即文化工业的终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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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美国的某个受访者描述得更确切了。其观点是，只要民众跟着大 

人物走，当今的一切问题就会得到解决。每当文化工业在人们心中唤起 

一种幸福而满足的感觉，让人觉得这个世界正好符合文化工业所暗示的 

那种秩序，它给人们带来的这种替代性满足便恰好会从他们那里掳去 

它虚假地投射出来的那种幸福。文化工业的总体效果是反启蒙（Anri- 

AufkHrung)。正如霍克海默与我曾经指出的那样，在这种反启蒙的行为 

中，作为进步的、 自然的技术统治的启蒙变成了一种大众欺骗，继而 

又被转化为奴役和锁铐意识的工具。文化工业阻碍了有意识地为自己下 

判断、做决定的独立自主之个体的发展。民主社会需要这样的个体作为 

前提，需要心智成熟的成年人来维系自身并得到发展。假如大众已被自 

上而下地贬斥为乌合之众，那么文化工业是把他们变成乌合之众、继而 

又鄙视他们的罪魁祸首之一。文化工业阻挠人的解放，而人们则像现时 

代的生产力允许的那样成熟了。

20 0 9年 4 月初译，7 月校译 

2023年 1 月再校



媚俗[1】

如果是在历史的观念中沉潜把玩，追溯一个词的字面意思很可能会 

无功而返，但 “媚俗”（Kitsch) 121这个词离它的字面意思已如此遥远，以 

至于把后者指认为一个被遗忘的秘密或许能再次给人带来启迪。这个词 

有来自英语“素描”（sketch) —说 【3】，假如这个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它首 

先意味着“未曾实现”（仅为暗示）这种性质。这可能比所有非真实的、 

虚幻的概念本身更深刻。无论如何，所有真正的媚俗在音乐中都具有模 

式 化 （m〇cfd) 特征，它提供了客观上令人信服的、预先确立的种种形 

式的大纲和草稿，这些形式在历史中已丧失其内容，而那些无拘无束的 

艺术家又随波逐流，无法独自形塑内容。因此，媚俗的虚幻特性不能明 

确地归因于艺术家个人的不足，相反，它有其自身的客观根源，即形式 

和材料在历史中的衰落。媚俗是形式世界中贬值的形式和空洞的装饰的

[1J 《媚俗》（“K itsch” > 一文大约写于1932年，是阿多诺从音乐角度进入问题而对大众 

文化所进行的早期思考，与后来的《论流行音乐》(1941)等文章形成了某种呼应关系•后此文进  

入 《阿多诺文集•音乐作品》（Gesam/nc/teSc/mYh?m A/usiA:ai/sc:/ie VJ" Bd. 18, F ra n k fu rt am M ain:

Suhrkamp Veriag，I9 74, S. 791_794)。其英译文收人 Theodor W. A dorno, Hssa/s o /i A/us/c, trans. Susan H . 

G illespie, Berkeley: University o f CaUfornia Press, 2002, pp. 501-505. ®

帕 特 （R ichardLeppert) 之手•本文译自英译本，关键用词及术语核对了德语原文# —— 汉译注

[2J 就译者目力所及，“K itsch”除“媚俗”之译外，还有“畸趣” “忌屎”“媚美”“奇俗” “媚世”“庸 

俗” “刻奇”等多种译法。这里选用“媚俗”，不是因为该译最准确，而是因为它的约定俗成度比较 

高。—— 汉译注

[ 3 ] 关于这段历史，参见 Jochen Schulte-Sasse, “K itsch” in  /ii’sforfsc/ies W & terbucft c/er P h i/osoph/e

(《哲学历史词典》），ed. Joachim R itte r and K arl G runder (Base】: Schwabe，1976), vo l. 4, cols. 843-846* ----

英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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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物，而这个形式世界已经远离了它的直接语境。过去属于艺术的一 

部分而今天却用它蝇营狗苟的东西必须被视为媚俗。另一方面，媚俗的 

客观‘性是其正当性的来源。因为媚俗恰恰维持着已经消逝的形式客观性 

(Formobjektivitat) 的记忆，只是它被扭曲了，仅仅是一种幻觉。媚俗是 

装载音乐神话的基本材料的容器，因为它们只出现在那里，并被转化为 

音乐辩证法的最高级结果，但在其他方面却消失不见了。这就是媚俗音 

乐 比 所 有 “中庸之道” （ juste milieu) 的音乐更受欢迎的原因。

当然，必须做出区分。对媚俗的拯救实际上只适用于轻歌剧、流行 

歌曲和杂耍歌舞表演的音乐底层世界；还有底层世界之下的无名之地， 

进行曲和饮酒曲，为女仆们唱的感伤曲调和小曲。最终，它适用于温和 

的、以前属于严肃音乐的某些方面，这些音乐在今天被认为是媚俗之 

作 ，它们已变得透明，放弃了自己的秘密一 例如，音乐的“青年风格” 

(Jugendstil) 之迷，整个理查德•施特劳斯 （Richard Strauss) 可能就是从 

这种想法中构建出来的，这种手段可以用拉森的《把香喷喷的木犀草放在 

桌上》111来解释。“中等程度的媚俗”（mktlerer Kitsch) — 这是卡尔•克 

劳 斯 p]的表达—— 是不可救药的。因为只有在作曲家的头上，只有当他 1 2

[ 1 ]  爱德华•拉森 （EduardLasses 1830-1904),比利时作曲家，生于哥本哈根，活跃于德国。 

他写了几部歌剧，但尤以他创作的许多歌曲而闻名，这些歌曲在19世纪末很流行，《把香喷喷的木 

渾草放在桌上》（“S te llau fdcnT ischd ieduftendenR eseden”）（《万灵节)） 出自其抒情 

曲作品85号 ，改编自赫尔曼•冯 •吉尔姆 （Herm ann von G ilm , 1812-1864)的一个文本，理查德•施 

特 劳 斯 （R ichard Strauss) 也曾为它谱曲（op. 10 n a 8 )—— 英编注

[2] 卡 尔 .克 劳 斯 （KariKrau^ 1874-1936),奥地利批评家兼记者，剧作家和诗人I 他是一 

个熟练的讽刺作家，写作风格非常地道，这使他的作品很难翻译。阿多诺经常引用他的话•特别是 

参 见 《德行与犯罪：关于卡尔.克劳斯作品的第十一卷》< “Morals and Criminality: On the Ekvcnth 

Volume o f the Works o f Karl Kraus* ” NLj vol. 2> pp, 40>57),涉及克劳斯《德行与犯罪》

mirfKriminafc' WOB〉的持续相关性，用阿多诺的话说，克劳斯“是一个严格S 义上的怠识形态批 

评 家 ：他让意识及其表达形式直面被其扭曲的现实……他受到深刻的洞察力（即便是无S 识的）的 

指引，当它们不再被理性化时，邪恶和破坏性就不再是完全坏的，并可能通过自我认识获得第二次 

纯真之类的东西”（第 43页），而克劳斯“并没有因为他之后发生的更坏的亊愤而被淘汰，因为他 

已经认识到中等程度的坏中最坏的事，并通过对它的反思而揭示了其中的秘密，从那时起，平均水 

平就成了最坏的，普通公民则成了艾希曼- (第52页) . 一 英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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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没什么想法时，媚俗的权利才能够被援引。然而一旦作品本身提出 

要求，想要主观行事，却又屈服于媚俗，它里面的媚俗客观性（Kitsch- 

ObjektivitSt) 力量也就寿终正寝了。有人曾经谈到好的坏书和坏的好书。 

这一区分在这里也完全适用。好的坏音乐：那 是 《鸳鸯茶》1 2'是 从 通 货  

膨胀时期开始的《向日葵》（“Sunflower”）H中的三重奏；后 来 的 《铃 

鼓舞》131，也许甚至还有《三个火枪手》 。坏的好音乐不需要在此列举。 

它也是媚俗的—— 尚未实现，虚幻，靠虛假的情感过活。但死亡形态的 

力量已经从它那里潜逃。最好能把它斩草除根。

不可能以一种自由漂浮的审美方式 （ freischwebend asthetisch) 来把 

握 “媚俗”这个概念。社会时刻本质上是它的组成部分。因为通过把过 

去的形式实体当作当代的，使它具有了一种社会功能—— 欺骗人们了解 

其真实处境，美化他们的存在，让适合某些权力或其他的意图以童话般 

的辉煌出现在他们面前。所有的媚俗本质上都是意识形态。因此，在 19 

世纪，音乐媚俗以浪漫主义（Komantifc) 的方式改变了专注于阶级斗争 

的资产阶级和无产者的存在，这种浪漫主义作为伟大的艺术一旦消失不

[ 1 ]  《鸾鸯茶》（“Tea for Two” ）由文森特•尤曼斯 (Vincent Youmans)作曲、欧 文 • 凯 撒 （ Irving

Caesar)作词，出自1923年的音乐剧《不，不，纳内特》 1 9 2 5年在纽约首演 。 ——  

英编注

[ 2 ]  我没有找到这首曲子的出处，它大概可以追溯到1923年左右，那是通货膨胀的高峰时  

期• 一 英编注

P] 《铃鼓舞》（“DancingTam bourine”，1927), W  C.波拉 （W  C. P o lla)作曲，菲 尔 •庞 塞 （P h il 

Ponce) 作词• ----英编注

[ 4 J 作为一部成功的美国音乐剧，《三个火枪手》 是根据大仲马的《三 

个火枪手》 改编的，于 1928年在纽约首演，由鲁道夫 • 弗里姆尔 （ Rudolf 

F rim l)作曲 ， R G .沃德奈斯（P. G. Wodehousc)和克利福德 • 格 雷 （ Clifford G r e y )作词。然而几 

乎可以肯定，阿多诺指的是1W9年在柏林出品的《三个火枪手》（Drc/Mus/retfere)，该剧由拉尔 

夫 • 贝纳茨基（RalphBenatzky)作曲，由恩斯特 • 韦利什（Em stW disch)和昝道夫 • 尚 策 （ Rudolf 

Schanzcr)负责文字材料。贝纳茨基自己的曲调中显然穿插了一些借用过来的美国歌曲（尽管阿多诺 

引用了美国流行歌曲的英语原文，但他用德语给出了这部音乐剧的名称，这表明他指的是柏林而不 

是纽约的演出)，—— 英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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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就足以把起居室变成播放着《埃利兰》和 《塞京根的小号手》W 的展 

览场。在那个时代更宽敞也更安全的生活空间（Lebensraum) 里，所有 

的媚俗都与死亡的形而上学共振共鸣，正如特里斯坦（Tristan) 的放弃和 

《愿上帝保佑你，这本该会如此美丽》 所总结的那样。今天，当资产阶 

级的适度安全成为过去时，媚俗的功能已经改变^它不再给死亡留下任 

何空间。现在它只需要隐藏和美化，它必须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快意来满 

足受折磨的个体的具体愿望。尽管有所隐瞒，但真正的阶级关系却突出 

得 更 加 显 豁 例 如 ，大约最近一年来，《当我是金发英奇时》131之类的 

热门歌曲一直在流行，这些歌曲试图通过有声电影和讽刺歌舞剧来欺骗 

打字机前的女孩，让她以为自己就是女王。很难相信媚俗对需求的反应 

如此之快。我曾经证明过《我吻了你的手，夫人》（“IchkiisselhreHand, 

Madame”）[41和稳定（Stabilisierung) 之间的联系。随着经济危机的发作， 

这首关于一朵白菊花的歌曲出现了，其价值却往往和一整束花一样高151， 1 * 3 4 5

[1] 《埃利兰》 （£ 姐and) 是 德 国 作 曲 家 亚 历 山 大 •冯 •菲 尔 茨 （Alexander von Fielitz , 18(50- 

1 9 3 0 )创 作 的 声 乐 套 曲 ；这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塞京根的小号手》（DerT/omp/k v o /jSSck^ ,  

1 8 8 4 )是阿尔萨斯作曲家维克多• £ «内 斯 勒 （ V itorKNessler 1841-1890)创作的歌剧，在德国广受 

欢 迎 ，以感伤的曲调著称。—— 英编注

[2】 “B ’htit dich Gott, es wiir so sch6n gewesen, Behiit dich Gottj es hat nicht sollen sein!” 这句歌词 

构 成 了 约 瑟 夫 . 维 克 托 •冯 •舍 费 尔 （Josepf Viktor von Scheffe丨,1826- 1886)创作的三节诗的合唱， 

他 的 甜 蜜 而 感 伤 的 史 诗 《塞京根的小号手》是内斯勒歌剧的基础。这段文字出现在歌剧中，也出现 

在 德 国 作 曲 家 弗 朗 茨 •威 廉 •阿 伯 特 （ Franz Wilhelm Abt  ̂1819- 1885)创作的另一首歌曲中：〇p. 213 

no. 2。-----英编注

[3] 《当我是金发英奇时：恰恰恰 》 （ “Wennlch die Blonde Inge: Cha-Cha-Cha”,约 1929)的词曲 

作 者 是 弗 里 德 里 希 •施 瓦 茨 (FriedrichSchwarzh由"红色”罗伯茨(“Red”R〇l>erts)于 1930年录制。——  

英编注

[4] 这首歌感情充沛，由 拉 尔 夫 •艾 尔 文 （ Ralph Erwin) 作曲，弗 里 茨 •罗 特 （ Fritz Rotter) 

作 词 ，它的名字来自一部同名的晚期默片（1929),但有配乐，玛 琳 •黛 德 丽 （ Marlene Dietrich) 在 

片中扮演一个必须在两个男人之间做出选择的女人。由 哈 里 •利 德 克 （ Harry liedke) 演唱的这首 

曲 子 风 靡 一 时 。为管弦乐队和哼唱伴唱改编的录音可在C D 《管弦乐袞华咖啡厅 》 （ O ixtetre Grand 

Ca/H) HRCD 8093上找到。—— 英编注

[ 5 ]  德 语 中 “花束”拼 写 为 “施特劳斯”（S m u issh几乎可以恃定，阿多诺用了一^贬损理査  

德 •施 特 劳 斯 的 双 关 语 ，施氏作品在此文的前面被批评过，—— 英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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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出于节俭的原因。《舞男》[11服务于经济需要与政治反应的意识 

形态联系。军队流行歌曲究竟是一种意外，还是我们今天正在接受的新 

本土主义（neueBodenstSndigkeit) 的音拍？

音乐是这一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赋予的首要任务是通过保留 

陈旧过时的形式类型来得出集体承诺的印象；是在个人化的表达方式脱 

离原有的形式语境，能够像一种音乐零花钱一样流通起来时去运用它 

们—— 如浪漫主义的和声与今天已经出现的印象派的和声；是像使用单 

纯乐句一样，去使用按惯例仍然保留着它们以前情感意义的痕迹的旋 

律。在这个过程中，特色与平庸的结合仍然是所有真正媚俗音乐的任务 

和悖论。 一 方面，它需要有特色，这样才能被注意和记住；与此同时， 

只有平庸才不需要有意识地集中注意力去听，才能使它在通常是精神分 

析意义的“潜意识上”完全被理解。它忠实地依附于古老的、实际上可 

能是例行的模式，比如诗节和副歌。它偏爱那些曾经特别暴露和引人注 

目的和声，比如减七和弦，或者现在的全音阶。它还区别于每一个单独 

的形式创造，因为它是按类型构造的。一旦出现一种新的类型• 一 《瓦伦 

西亚》'八分之六拍；酶德堡》【3】：快进行曲；《当白色丁香……》141 : 

伪民歌------大批的仿作就被制造出来，有时都会赶走原作•，或者是一

H J 大概是中等节奏的曲子《舞男》（“Sch6nerGig〇l〇’’, 1 9 2 9 )由莱纳洛 • 卡 苏 奇 （ Leonello 

Casucci)作曲，朱利叶斯 • 布拉默 (Julius Brammer)作词1 英文版由欧文 • 凯撒 （ Irving C aesar)作词， 

名为《只是一个舞男》（“JustaGigdo”, 1 9 2 9 ) ,乐器编曲的录音可在上面注释所述的C D 上找到 。 ——  

英编注

[ 2 J 《瓦伦西亚》（“Valencia” ）由何塞 • 帕 迪 拉 （J0S6 P ad illa)作曲，克 利 福 德 • 格 雷  

(Clifford G rey )作英文歌词，原歌词是法语的。这首歌在 1926年的讽刺歌舞剧《大 诱惑 》 （ rh e  

中传人美国。阿多诺在各种论笔中多次提到过这首曲子/一英编注 

[ 3 J 有许多以这个名字命名的古老流行歌曲。阿多诺可能指的是1903年在纽约首演的音乐剧 

《皮尔森王子》 CTfee Prince Y P i/咖 ）中那首重音优美的6 /8快 板 《海德堡 • 斯坦因之歌 》 （ Heidelberg 

Stein S on g), 古斯塔夫 • 卢 德 斯 （ Gustave Luders)作曲，弗兰克 • 皮克斯利 （ Frank P ix le y )作词。 

这部音乐剧在伦敦大获成功，并于朽〇7 年被带到法国9 —— 英编注

[ 4 ] 《当白色丁香再次淀放时：德国抒情歌曲盟狐步舞曲》 （ “Wenn der weisse Fliedcr wiedcr 

bluht: Lied u. Slow-Fox【Trot!” ）由弗朗茨 • 多利 （ Franz Doelle)作曲，弗里茨 • 罗特 （ Fritz R otter)作词。 

1928年在科隆面世发行，器乐版可在上面注释所述的CD上找到。一 英编注



种类型同时出现在无数个例子中。被绝对排除在外的是乐曲结构独立的 

萌动向媚俗区域的渗透。另一方面，严格保持在惯例框架内的想法也前 

景看好，比 如 《瓦伦西亚》中的三拍子。

最 糟 糕 的 媚 俗 是 具 有 “等级”（Niveau) 的媚俗，这种等级事先看 

不出来，但有创作野心。撕下其面具的唯一方法是技术批判 （ redmische 

Kritik) —— 音乐中那些意在“严肃”的媚俗元素总是因技术异常而露出马 

脚。诚然，技术异常只是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起点：它并不一定需要媚俗。

媚俗并没有一般的标准，因为媚俗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框架， 

它通常是只被历史地填充，并且只有在争论中才有真正的正当理由。今 

天 ，这个词早已被“中庸之道”所采用，它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手 

段 ，用来捍卫音乐中不再拥有任何力量的中等程度的“文化”。因此，关 

于媚俗的讨论本身已开始变得媚俗，因为它屈服于产生了其对象的历史 

辩证法本身。既然把低级音乐当作音乐中真正的潜意识领域来轻视已无 

济于事，而对严肃且有抱负的音乐中反常现象的批判总是比指控其媚俗 

更令人信服—— 媚俗预设了一种封闭的、引人注目的音乐语言，那么， 

在弄清楚它的含义之后，人们将逐渐学会避免这样去谈论。

2 0 2 2年 1 0 月 2 0 日初译 

2 0 2 3年 3 月 2 1 日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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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音乐趣味（musikalischerGeschmack) 衰退的抱怨只是稍晚于人类 

在历史开端处的双重发现：音乐既是冲动的直接表现，又是驯服冲动的 

场所。它唤起了酒神女祭司的舞蹈和潘神迷人的笛声，但它也从俄耳甫 

斯的七弦竖琴中响起，暴力的幻象则围绕着它潜滋暗长，变动不居，然 

后得以平息。每当他们的平静似乎被饮酒作乐的躁动所扰乱N •，就会有 

人谈论趣味的衰退。但是，如果说音乐的规训功能 （ diedisziplinierende 1

[1] 《论音乐中的拜物特性与听之退化 》 （ “ Ober den Fetischcharakter in der Musik und die

RcgrcssiondesHdrens”）最初发表于《社会研究杂志》（2£>'(«:/11价/&5〇2̂ 1//̂ 〇/11«̂ \̂ 〇1. VII，1938)， 

后被收人《不协和音：音乐社会学导论》（1956),最终此书作为第14卷 进 人 《阿多诺文集》。本文 

的英译最早被收人《法兰克福学派基础读本 》 （ “On thcFerish-Qiaracter in Music and the Regression 

of Listening," in Andrew Arato and Eike Gcbhardt c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New York: 

UrizcnBooks, OT8, pp.270-299>,后该译经理査德 •莱帕特（RichardLeppert) 修 订 ，被收人他编  

选 的 《音乐论笔选》 （Theodor W Adorno, JEssa/s on Music, trans. Susan H. Gillespie, Bcrke丨ey: University

o f California Pre«> 2002, PP. 288-317)。本文根据英译修订本译出，关键用词与术语核对了德语原文 

(Gcsammelte Schriftcn: Dissoninzen-Einleitungin die Musiksoziologict Bd. 14,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dag, m 3, & 体 5〇)。需要说明的是：1.本文曾被译者读书会（2016年秋季学期）上的硕、忡士生 

们研读过，当时既读英译本，亦参考了方德生的中译文（《论音乐中的拜物特征与听的退化》，张一 

兵主编：《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 6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 246—2 7 2页），但当 

时只进行了将近一半幅，未读完。2.后面的“英编注”是指《音乐论笔选》一书的编选者理査德•莱  

帕特所做的注释. 3 . 《法兰克福学派基础读本》一书在此文前附有简短导言，该导言除指明文章的 

出处外还如此写道：这篇论笔仍然是让人印象®深的艺术社会学的范例之一. 在我们的语境中应该  

强调的是：（1 ) 针对本雅明《技术可踅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文中的观点，阿多诺几乎与之展开了 

直截了当的论争，（2 ) 阿多诺明确使用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来表明文化工业的逻梅，（3 ) 而最终， 

对于结构性聆听 （ strucmral listening) 和 “充分的”审美反应在个体衰落时代的式微，阿多诺也形成 

了自己的理论。——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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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ktion) 从希腊哲学起就已作为一种主要的善行流传下来，那么，像 

在其他地方一样，使人顺从音乐的压迫在今天无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为普遍。正如目前大众的音乐意识几乎不能被称为酒神精神一样，它的 

最新变化也与趣味无关。趣味这一概念本身已经过时。负责任的艺术将 

自己调整为近似判断的标准：和谐与不和谐，正确与不正确。但除此之 

外 ，没有更多的选择；这个问题不再被提出，也没有人要求对这些惯例 

进行主观上的辩护。能证实这种趣味的人，其存在本身就像在另一极那 

种自由选择的权利一样令人怀疑，而无论如何，自由选择的权利在经验 

层面已无人能够行使。如果有人试图弄清楚谁“喜欢” 一首畅销之作 

(marktgangigerSchlager)，他就无法回避这种怀疑：“喜欢”和 “不喜欢” 

是不适合这种情况的，即使被询问者只是用这些语词表达了他的反应。 

对音乐作品的熟悉程度替代了它的品质。喜欢它和认识它几乎是一回 

事。对于那些发现自己已被标准化的音乐产品围得严严实实的人来说， 

价值判断的方法已经成为一种虚构之物。他既不能逃避优越感，也不能 

在那些产品之间做出决定，因为那些产品的所有方面都完全相似，以至 

于偏好实际上只取决于传记细节 （ das biographische Detail) 或听到产品时 

所处的情况。自主意图的艺术（dieautonomintendierteKunst〉范畴不适用 

于对当代音乐的接受，甚至不适用于对严肃音乐的接受；在古典音乐这 

一野蛮名称下，严肃音乐已被驯化，以便使人再一次离它而去时心安理 

得。如果有人反对说，专门的轻音乐和一切用于消费的东西，它们在任 

何情况下都从未在范畴中得到体验，那当然必须承认这一事实。不过， 

这样的音乐也会受到变化的影响，因为它所承诺的娱乐、愉悦和享受在 

被给予的同时也被否定了。阿尔多斯•赫胥黎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 

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娱乐场所谁真正被娱乐了。W同样合理的问题是， 1

[1] 阿尔多斯 . 赫胥黎 （ Aldous Huxley, 1894-1% 3>经常按此路数评价现代娱乐• 因此，在其 

随 笔 《工作与休闲》 （ ‘"Work and Leisure/’ in Afo% Ae R o ai Nofes md Essp s o f  a Tbunif, Nc\v York Geoigc 

R D 〇ran)1925, P 246) 中他曾指出：《事实是，被培养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大多数人，几乎不可能不把他 

们的闲暇时间消磨在那些消逍活动上，它们即使不是绝对邪恶的，至 少 的 ，无用的， 糕 

的是，人们是在私底下S 识到它们是徒劳的。”而在《休闲问gXCThcPioW cniofUisur^’ in册  

si*a«tBssays,ed.JamesSeKtcm,NewYork;GM kind>1994，p{x lOl-lOlfitstpublishedinAu^ist 1932)(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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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音乐还在为谁提供娱乐。毋宁说，它似乎填补了人们的沦于沉默、 

言谈作为表达的衰灭、交流能力的彻底丧失。它栖身于人们因焦虑、工 

作和要求不高的顺从而形成的沉默的空隙里。它无处不在，不知不觉地 

接管了在默片的时间里和特定的处境下落到它头上的致命的悲情角色。 

它被视为纯粹的背景。假如没有人能再去言说，当然也就没有人能再去 

倾听了。一 位确实更喜欢利用音乐媒介的美国广播广告专家对这种广告 

的价值表示怀疑，因为人们即使是在听的时候也已学会了对他们正在听 

的东西心不在焉。就音乐的广告价值而言，他的观察是值得怀疑的。但 

就音乐本身的接受情况来说，它应该大致不差。

在对趣味衰退的习惯性抱怨中，某些主题反复出现。其中不乏有人 

撅着嘴、多愁善感地把目前大众的音乐状况评价为一种“堕落”。这些主 

题中最顽固的东西是纵情声色（Sinnenreize) ,据说它能使英雄气短。这 

种抱怨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三卷中已能找到，他禁止“挽歌”和 “适 

合饮酒”的 “靡靡之音” 111，直到今天也不清楚为什么这位哲人会把这些 

特征归之于混合吕底亚、吕底亚、亚吕底亚和爱奥尼亚的调式之中。在柏 

拉图式的城邦里，与爱奥尼亚音乐相对应的后期西方音乐大调是被列为禁 

忌的。长笛和“多弦”（vidsaitigen) 乐器也在被禁之列。剩下的唯一调式 

是 “好战的，是类似勇者在面临危险和下定决心的时刻，或在面对伤害、 

失败、死亡或任何其他不幸的时刻，以同样坚定的耐力所发出的音调或 

语调” 121。柏拉图的《理想国》并非官方哲学史所称的乌托邦。它以其存 

在和存在意愿规训着它的公民，甚至在音乐中也是如此，其中Xif曲调所做 

的刚柔之分，在柏拉图时代就已经只不过是霉味十足的迷信残余而已。131

(接上页）中亦有以下说法：“不断 ‘做事’ 的人不断地购买物质产品，交通工具和进人 ‘娱乐’场所 

的门票……脱离了私人利润制造者的控制并按科学路径经营之后，娱乐工业可能会在快感和分心走 

神中产生比今天更高的回报……现有体制的问题在于，它对待人就好像他是为经济学而生的一样。 ” 

(p. 102)-----英编注

[1] Platon, Staac. Ins Deutsche iibertragen von Karl Preisendanz. 5.-9. Taus., Jena 1920; St. 398.------原注

[2J a. a. O.; Sl 399.-----原注

P ] 参见柏拉图：《柏拉图的理想国》 （ TTie ■ RfpuW/c o f P/ato, trans. A. D. Lindsay, New York: E. P. 

Dutton* 1957, Book III, pp. 99-102 1st 398-399】）对希腊模式及其影响的全面讨论，阿多诺的看法来自 

这里。—— 英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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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讽刺在嘲笑吹笛子的马釵亚斯（他被不苟言笑的阿波罗剥了 

皮）时就幸灾乐祸地显露无遗。W柏拉图的伦理_ 音乐规划的特点是斯 

巴达风格的阿提卡大清洗（attischeSauberungsaktion)。其他长期存在的 

音乐布道主题也处于同一水平。其中最突出的是对肤浅和“个人崇拜” 

(Personenkults) 的指控。被攻击的主要是进步：社会的进步，本质上是特 

定的审美的进步。与被禁止的诱惑交织在一起的是感官上的快活和区分 

意识。在音乐中，个人对集体强制的优势标志着在后来阶段取得突破的 

主观自由时刻，而将其从魔法圈中解放出来的亵渎则显得肤浅。因此， 

令人遗憾的时刻进人了西方的伟大音乐中：感官刺激成了通往和声和最 

终通往色彩维度的大门；放荡不羁者成了艺术表现的载体，也成了音乐 

自身人性化的支柱；“肤浅”（Oberflachlichkek) 成了对沉默的形式客观 

性的批判，正如海顿更倾向于选择“风流”（Galante) 而不是博学。这 

确实是海顿的选择，而不是一个有着金嗓子的歌手或一个能演奏出悦耳 

之 音 （ der geschlekte Wohllaut) 的乐手的鲁莽之举。因为这些要素进入伟 

大的音乐中并在其中得以转变；但伟大的音乐并没有溶于它们。在刺激 

和表达的多重性中，它的伟大表现为一种综合的力量。音乐的综合不仅 

保持了表象的统一，防止它分裂成分散的大快朵颐瞬间 （Augenblickedes 

Wohlschmeckenden) , 而且在这种统一中，在特定要素与一个不断发展的 

整体的关系中，还保留了一种社会状况的形象，在这种状况中，超越于 

这些特定的幸福要素之上的将不仅仅是表象。直到史前史结束之前，局 

部刺激与整体之间、表现与综合之间、表层与深层之间的音乐平衡，仍 

然像资本主义经济中供求之间的平衡瞬间一样很不稳定。在 《魔笛》121中， 

启蒙运动的乌托邦和轻歌剧中滑稽歌曲的欢乐恰好重合，这本身就成了 1 2

[1] 阿波罗和马叙阿斯之间的音乐比赛也是弦乐器与管乐器的竞争。这个故事在讽喻的层面

把阿波罗的七弦竖琴与文明联系在一起：有节制的，理性化的，等等，而马叙阿斯的牧笛则是不羁 

的酒神式的，是前者的对立面一 & 在一起，就是灵与肉分离的音响化表淡。阿波罗靠耍花招并圾 

终雜对•做裁判的缪斯女神大加奉承而贏得了比赛，阿波罗随后将马叙亚斯.绑在一棵松树上，活剥了 

他的皮。------英编注

[2] 《魔笛》 是莫扎特创作的四部® 杰出的歌剧作晶之一。该 剧 创 作 于 年  

并于当年上演，反响热烈，遂成徳语歌剧的传世名作。——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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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瞬间。而在《魔笛》之后，严肃音乐和轻音乐再也不可能被强行融合 

在一起了。

但是，从形式法则中解放出来的东西不再是反抗惯例的生产性冲 

动。冲动、主观性和亵渎，这些物质享乐主义异化的老对•手，现在已向 

它屈服投降。在资本主义时代，传统的反神话的音乐酵素密谋与自由作 

对，而它们作为自由的同盟军曾经遭到过禁止。反对专制模式的代表成 

为商业成功权威的见证者。瞬间的喜悦和欢快的外表成为免除听者思考 

整体的借口，而整体的主张是由恰当的倾听构成的。听者沿着他阻力  

最小的路线，被转变为默认的购买者。局部的要素不再批判整体；相 

反，它们搁置了成功的美学总体性对有缺陷的社会总体性的批判。综合 

的统一性（Einheit) 为它们而付出了牺牲；它们不再生产自己的统一 14 

来取代那个已被物化的统一性，而是表现出对它的顺从。那些孤立的享 

受要素所能证明的是与艺术作品的内在构成的格格不人，作品中任何超 

越它们而达到本质感知的东西都成了它们的牺牲品。它们本身并不坏， 

坏的是它们遮天蔽日的功能（abblendendeFunkrion)。为了取得成功，

它们放弃了从前不服从的性格。它们合谋达成协议，接受了孤独时刻所 

能提供给一个早已不再孤独的个体的一切东西。在孤独中，刺激变得迟 

钝了，成了种种熟悉的模型。凡是献身于它们的人往往都恶意满满，就 

像希腊思想家曾经对东方的纵情声色怀有恶意一样。刺激的诱惑力只有 

在拒绝力度最强的地方—— 在拒绝相信现存和谐假象的不协和中—— 才 

得以幸存。禁欲的概念在音乐中本身就是辩证的。假如禁欲主义以反动 

的方式一度扼杀了审美的要求，那么它在今天则已成了高级艺术 （ die 

avancierteKunst) 的标志：当然，不是通过表现出匮乏和贫困的那种手段 

的老式过度节检，而是通过严格排斥所有因为自己之故而寻求被即时消 

费的美味佳肴之趣而得以实现，仿佛在艺术中感觉无法负载精神之物， 

因为后者只是在整体中而不是在孤立的局部要素中显示自身。艺术只是 

以否定的方式记录了幸福的可能性，而对幸福仅有的一部分肯定^^期待 

在今天则毁灭性地对抗着这幸福的可能性。所有的“轻”（leichte) 艺术 

和悦人的艺术都变成了虚幻和虚假之物。在审美上出现在快感范畴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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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不再能给人带来快感，而一度成为艺术的定义的“对幸福的承诺” 

(promessedubonheur)，如今也已荡然无存，除非从虚假快乐的脸上撕下这 

副面具。享受仍然只在身体的直接在场+占有一席之地。 一 旦享受需要审 

美表象，那么从审美标准看它就是虛幻的，而且同样也会欺骗快感追寻者并 

让他丧失自我。只有在其表象的缺失之处，对其可能性的信心才会保持。

大众音乐意识的新阶段可以定义为快感中的不快感 （ GenuBfeindschaft 

im GenuB)。这类似于对体育运动或广告的反应。“艺术享受”（KunstgenuB) 

这个词听起来很搞笑。如果不谈别的，那么在拒绝被享受方面，勋伯格 

的音乐倒是与流行歌曲很相似。无论是舒伯特四重奏的优美乐段，还是 

亨德尔 [1]大 协 奏 曲 （ concerto grosso) 中挑逗性的健康曲目，如果还有人乐 

在其中，那他就是蝴蝶收藏家中潜在的文化守护者。谴责他为享乐者的 

理 由 也 许 并 不 “新鲜”。从资产阶级时代的开端处起，街头歌瑶、朗朗上 

口的曲调和各种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之力就已显山露水。以前，这种力 

量攻击统治阶级的文化特权。但是今天，当平庸的力量扩展到整个社会 

时，它的功能已发生改变。功能的改变影响了所有的音乐，而不仅仅是 

轻音乐；在轻音乐的领域里，它可以相当心安理得地仅被当作“渐进的” 

(graduell)，当作机械传播手段的结果。音乐的不同领域必须放到一起考 

虑。某些文化看守者孜孜以求将它们的静态分离—— 极权主义的广播电 

台被指派的任务一方面是提供优质的娱乐和消遣，另一方面是培育所谓 

的文化产品，仿佛仍然存在着好的娱乐，仿佛文化产品在他们的管理下 

不会变得邪恶—— 从音乐的社会张力场（Spannungsfdd) 中整齐地切分 

出来，这是不现实的。正如自莫扎特以来严肃音乐的历史作为对平庸的 

逃避反过来反映了轻音乐的轮廓一样，今天，通过它的主要代表，它讲 

述了甚至会出现在绝对纯真的轻音乐中的不祥经历。如果往另一个方向 

走 ，去隐藏这两个领域之间的断裂，并假设有一个连续体，允许进步的 

教育从商业的爵士乐和流行歌曲安全地通往文化商品，那么这也同样容

[1] 格 奥 尔 格 . 弗里德里希 • 亨 德 尔 （GeorgFriedrichH5ndcU6S5-l759) , 英锫德裔，S 巴洛 

克时期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其创作作品类型有歌剧、沾唄剧、颂歌及管风琴协奏曲，著名作品有 

《水上音乐》《皇家烟火》《弥赛亚》等，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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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犬儒式的野蛮并不比文化上的欺骗好多少。它在更高层面上因幻想 

破灭而实现的东西，通过原始主义和回归自然的意识形态而将之抵消， 

借助于这种意识形态，它就美彳•!： 了音乐的底层世界：这个世界早已不再 

帮助那些被排斥在文化之外的反对派去寻求表达，如今它只是靠上面传 

递给它的东西苟且偷生。喜欢轻音乐而反对严肃音乐的社会幻觉是建立 

在大众的被动性之上的，这种被动性使得轻音乐的消费与消费它的人的 

客观利益产生了矛盾。据说，他们实际上喜欢轻音乐，听高级类型的音 

乐只是为了社会声望，而熟悉一首流行歌曲的文本则足以揭示这种诚实 

认可的对象能够发挥唯一的作用。因此，音乐的两个领域的统一是一个 

尚未解决的矛盾。它们并没有以这样一种方式联系在一起：下层可以充 

当上层的通俗导引，或是上层通过借助下层来恢复其失去的集体力量。 

把分开的两部分相加在一起是不能组装成整体的，但两者无论离得有多 

远，都能呈现整体的变化，而整体只是在矛盾中运动着。如果逃离平庸 

已成定局，如果严肃产品的适销性因其客观需求而萎缩为零， 么在较 

低的层次上，成功的标准化效果就意味着以一种旧风格取得成功已不再 

可能，而只能在模仿中取得成功。在不可理解性和不可避免性之间没有 

第三条路可走；这种情况已经两极分化，但实际上两极又在相互接触。 

它们之间没有给“个体”留下空间。个体的诉求无论出现在哪里，都是从 

标准中复制出来的幻觉。对个体的清算（Liquidierungdeslndividuums) 是 

新的音乐状况的真正标志。

如果这两个音乐领域在其矛盾的统一中被激起，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就 

会发生变化。高级产品已停止消费。其余的严肃音乐则以报酬价交付给消 

费。它屈从于商品-聆听（Waren-HSren)。官 方 “古典”音乐和轻音乐在 

接受上的差异不再有任何实际意义。它们仍然只是出于适销性原因而被操 

纵。必须让流行歌曲的狂热者放心，他的偶像对他来说不会太高人一等， 

就像去听爱乐音乐会的观众确认了自己的地位一样。音乐行业越是卖力在 

各个音乐领域之间竖起铁丝网，人们就越是怀疑如果没有这些阻隔，居民 

们就很容易达成共识。托斯卡尼尼（他像一位二流乐团的指挥一样）被 

称 为 “音乐大师”有点讽刺。而当他借助广播的东风晋升为“空中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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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challderLiifte) 后，流行歌曲《大师，请上音乐》111立即获得了成功。

从 “世界上最好的作曲家”欧文•柏林121和沃尔特•唐纳森131平稳地 

延伸出来的作曲行业，途经格什温、西贝柳斯[41和柴可夫斯基，一直到舒 

伯 特 标 为 《未完成》的 B 小调交响曲，这个音乐生活的世界都充斥着一 

种恋物癖。明星原则已经变成了极权主义原则。听者的反应似乎与音乐 

的演奏没有关系。相反，它们指的是累积的成功，就此而言，不能认为 

它没有被过去听众的自发性让渡出来，而是要追溯到出版商、有声电影 

巨头和广播管理者的指挥。名人并非唯一的明星。作品开始扮演同样的 

角色。一个 “畅销品”的万神殿建立起来了。节目缩减了，缩减的过程 

不仅去掉了还算不错的作品，而且已被接受的经典之作本身也经历了 一 

次与质量无关的筛选。在美国，贝多芬的第四交响曲很是罕见。这种选 

择在一种恶性循环中复制着自己：最熟悉的就是最成功的，因此它被反 

复播放，并被变得更加熟悉。标准作品的选择本身取决于它们对于节目 

魅 力 的 “效果”（Wirksamkek)，取决于轻音乐决定的或明星指挥家认可的 

成功类别。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的高潮部分与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慢板 

乐章中难以言喻的圆号旋律被置于同一层面。.旋律是指八小节对称的高 

音旋律。这被归类为作曲家的“灵机一动”（EinM )，人们认为他可以把 

这种灵机放在口袋里带回家，仿佛它是作曲家的基本财产。灵机一动这 

种概念远不适合已被认可的古典音乐。它的主题材料大多是分解的三和 1 2 3 4

[1] 《大 师 ，请上音乐》（“M us^ M aestt^ Plenser’m S h 艾 丽 •鲁 贝 尔 （A llicW rube l) 作曲， 

赫 伯 •马 吉 德 森 （HcrbMagidson) 作词„ —— 英编注

[2] 欧 文 • 柏 _林 （ Irving Berlin, 1 8 8 8 -1 9 8 9 ) ,美国作曲家、流行音乐词作家，一生写过多

达 1500首 歌 曲 。他的音乐本质单纯且略微滥情，却触动了千百万美国人的心，主要作品有《白色 

圣诞 》 ( “White Christmas” ）、《海有多深 ? 》 （ “How Deep Is The Ocean?” ) 、《天佑美国 》 （ ‘*GodBkss 

America” ）等。------汉译注

[3] 沃 尔 特 • 康 纳 森 （ Walter Donaldson, 1893- 1 9 4 7 ) ,流行歌曲作曲家、编曲者和词作者t 他

的歌曲包括《我的妈咪》（“ MyMammy” ) 、《我的哥们儿》（"MyBuddy’’)、《早烧的卡罗来纳》 （ '•CaroUna 

in the Morning” ）、《我的蓝色天堂 》 （ “My Blue Heaven” ）和 《没错，先生，那是我的宝贝》（“Y ^  Sir. 

That’ s My Bab/ ’）。------英编注

[4] 让 • 西 贝 柳 斯 （Jean S ibe lius 1865-1957),芬兰著名音乐家，民族主义音乐和浪® 主义音 

乐晚期的重要代表。主要作品有交响诗《芬兰颂》、七部交响曲、四首交响传奇曲（《囝内拉的天鹅》） 

等 . —— 汉译注



弦，与在同一特定的意义上的浪漫歌曲一样完全不属于作者。贝多芬的 

伟大表现在，偶然出现的私人旋律元素完全服从于作为整体的形式。这 

并不妨碍所有的音乐—— 哪怕他是从《十二平均律钢琴组曲》中借用了一 

些最重要的主题的巴赫d 昔助“灵机一动”的范畴来进行审视，并以对 

所有权的信仰的热情追捕音乐盗窃，以便音乐评论员最终可以把他的成 

功与旋律侦探（Melodiendetektiv) 的头衔联系在一起。在最狂热的情况下, 

音乐拜物教控制了公众对嗓音的评价。嗓音在感官上的魔力是具有传统 

的，正如成功与拥有“物质财富”（Material) 的人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一样。 

但如今，它的物质性已被人遗忘。对于庸俗的音乐唯物主义者而言，“有 

一条好嗓子”和 “成为一个好歌手”是同义语。在音乐时代的早期，至少 

对歌唱明星、阉人歌手和首席女歌手来说，技术精湛是必需的。如今， 

没有任何功能的物质本身成为夸赞对象。人们甚至不需要去问音乐表演 

的能力。甚至对乐器的机械控制也不再被真正期待。一个人的嗓门只要 

特别大或特别高，就能使他的名声合法化。如果有人甚至在言谈话语中 

也敢质疑嗓音的绝对重要性，并断言用中等好的嗓音就能演唱出优美的 

歌曲，就像用中等好的钢琴也能演奏出优美的音乐，那么他马上就会发 

现自己面临敌意，遭人嫌弃；这种情绪根深蒂固，原因说不清道不明。 

嗓音就像国家的商标一样是神圣的财产。仿佛这些嗓音想要为此报仇似 

的，它们开始失去了以它们的名义被销售的感官魔力。他们中的大多数 

听起来像是对成功人士的模仿，即使他们自己已经成功。这一切在对vh 

提琴大师的崇拜中达到了荒谬的顶峰。听到斯特拉迪瓦里或阿玛蒂11]的优 

质琴声，人们会立刻欣喜若狂—— 只有专家的耳朵才能把这种琴声与一 

把不错的现代小提琴的琴声分辨开来—— 而忘记了去听作品听演奏，虽 

然从中还是能获得一些东西。制作小提琴弓的现代技术越进步，旧乐器 

似乎就越被珍视。如果把灵机一动、嗓音和乐器中感官愉悦的瞬间拜物

3 5 2 丨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论笔选

[ 1 ] 斯特拉迪瓦里（Stradivarim) 和阿玛蒂（Amati) 均为小提琴的著名品牌，前者由意大利小 

提琴制作家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Amonta Stmdivâ  1644-1737)制作，后者关联着意大利的阿 

玛蒂家族，安德烈亚■阿玛蒂（ Andrea Amati,约 1520-1577)与他的两个儿子安东尼奥和吉罗拉莫 

都是小提琴制作大师，现代意义的小提琴便诞生于他们手中，——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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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剥夺了赋予它们意义的一切功能，它们就会遭遇同样孤立、同样远 

离整体意义、同样由盲目和非理性情感中的成功所决定的反应，是这些 

情感构成了无关的东西与音乐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如同流行歌曲消费者 

和流行歌曲之间的关系一样，是同一种关系。他们的唯一关系是与完全 

陌 生 的 东 西 （Fremde) 之间的关系，而这种陌生之物一仿佛破一道厚厚 

的屏障与大众的意识隔断开来^~一则试图为沉默者说话。哪怕他们还会 

有反应，其反应都不再有任何区别，无论是对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还是 

对比基尼的反应，都是一样的。

音乐拜物教的概念不能从心理学上推导出来。“价值”被消费并把情 

感吸引过来，而消费者的意识却没有触及它们的特定品质，这是它们的 

商品特‘注的较新表现。因为所有的当代音乐生活都被商品形式所支配： 

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最后残余已被消灭干净。音乐尽管被慷慨地赋予了所 

有超凡脱俗和崇高的属性，在今天的美国却充当着商品的广告，人们要 

想听到音乐就必须获得这种商品。如果说在严肃音乐那里广告的功能被 

小心翼翼地淡化，那么在轻音乐中它却总能长驱直入。整个爵士乐行业 

由于免费向乐队分发乐谱，已经放弃了实际演奏可以促销钢琴乐谱和留 

声机唱片的想法。无数的流行歌曲文本都在赞美这些流行歌曲本身，用 

大写字母重复着它们的标题。像一个偶像一样从众多的类型中脱颖而出 

的是交换价值，在这种价值中，可能获得的大量享受已不复存在。马克 

思将商品的拜物特性定义为对自己所造之物的崇拜，作为交换价值，它 

同时把自己从生产者异化为消费者—— “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 

于 ：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 

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 

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111 1

[1] 阿多诺的引用来自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rte U 't*  cfcr
poZ/f/sc/jexj 2nd ed. Berlin, 1932, voL 1, P. 77〉，出自著名的开篇“商品”一京• 在英译本

中，此段话的翻译略有不同。Cf. Karl Marx, Q/wYa/: A CnYfgue o f Hconom.r, trans* Ben F6wkes»

London: Penguin, 1976, vol. 1， pp. 164-165.此处采用的中译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丨卷，北京t 人 

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 88—89页。一一英编注腔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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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成功的真正秘密。它仅仅反映了人们在市场上为该产品所支付的东 

西。消费者真正崇拜的是他自己支付在托斯卡尼尼音乐会门票上的钱。 

从字面意义上看，他 “造就”（gemacht) 了成功，将它物化并接受为客观 

标准，却没有从中认出自己。但他并不是靠喜欢这场音乐会而是靠购买 

门票才“造就”这种成功的。当然，在文化商品领域，交换价值是以一种 

特殊的方式行使着它的权力。因为在商品的世界里，这一领域似乎不受 

交换权力的限制，而与商品建立了一种直接的联系，而反过来，也正是 

这种表象单独赋予文化商品以交换价值。但它们同时也完全落人了商品 

的世界，是为市场并且是针对市场而生产的。直接性的表象和交换价值 

的强制性一样强烈，二者都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势头。社会契约调和了这 

种矛盾。直接性的表象占有了作为中介的交换价值本身。如果商品总体 

上是由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合成的，那么纯粹的使用价值—— 文化商品 

在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必须保持的幻象—— 就必须被纯粹的交换价值 

所取代，后者恰恰是以其交换价值的能力，欺骗性地接管了使用价值的 

功能。音乐的这种特殊的拜物特性就栖身在这种替代物中。.进人交换价 

值的情感创造了直接性的表象，同时，与对象的关系缺失则将之掩盖。 

它的基础是交换价值的抽象性质。每一个“心理学的”方面，每一种替代 

性的满足，都依赖于这种社会替代。

音乐功能所发生的变化涉及艺术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条件。交换价 

值原则越是无情地破坏人类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就越是把自己伪装成 

享受的对象。曾有人问，是什么样的黏合剂将商品的世界结合在一起。 

答案是消费品的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这种转移有助于形成一种普遍 

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最终从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的每一种快感都具有 

颠覆性的特征。商品交换价值的出现具有特定的黏合功能。有钱买东西 

的女人陶醉于买东西的行为之中。在美国的习惯性说法中，“玩得开心” 

(having a good time) 意味着别人享受快乐时在场，而反过来，享受快乐又 

以在场作为其唯一内容。汽车宗教使在圣礼中念叨着“那是一辆劳斯莱斯” 

的所有男人成为兄弟。在亲密的时刻，女人更重视发型和妆容的维持， 

而不是发型和妆容的本该如此。与无关事物的关系忠实地体现了它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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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本质。开车外出的小两口花时间识别每一辆驶过的汽车，如果他们认 

出了飞驰而过的车标就会感到高兴;女孩的满足仅仅在于她和她的男朋 

友 “看上去挺好”；爵士乐迷通过了解在任何情况下都必不可少的专业知 

识而使自己合理合法：所有这些都是根据相同的指令来进行的。在商品 

的 神 学 怪 癖 （theologischeMucke) 面前，消费者成了教堂里的奴隶。那些 

没有在别处牺牲自己的人则可以在这里献祭，而在这里，他们又完全被 

出卖了。

在新型的商品拜物教徒中，在 “施虐 -受虐的人格”中，在那些接 

受当今大众艺术的人那里，同样的事情则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受虐的 

大众文化是全能的生产本身的必然表现。当感情抓住交换价值时，它就 

不 是 神 秘 的 圣 餐 变 体 （Transsubstantiation)。它相当于囚犯爱上了自己的 

牢房的这种行为，因为他已别无他物可爱。牺牲个体性，使其适应成功 

者的规律性，做每个人都做的事情，这源于一个基本事实：在广泛的领 

域中，消费品的标准化生产为每个人提供了同样的东西。但是，出于商 

业考虑而对这种同一性的隐藏，导致了对趣味的操纵，也导致了官方文 

化对个人主义的伪装，这必然与个体的清算成比例地加剧。即使在上层 

建筑领域，现象不仅隐藏了本质，而且强迫性地从本质中浮现出来。每 

个人都必须购买的商品所具有的同一性特征隐藏在普遍强制风格的严峻背 

后。供求关系的虚构存在于虚构个体的细微差别中。如果在当前情况下趣 

味的价值受到质疑，那么就有必要了解在这种情况下趣味是由什么组成 

的。默许被合理化为规矩（Zucht)，对任性和无政府状态充满敌意；今天， 

音乐分析已经像音乐魅力一样从根本上衰退了，它只是在死板的节拍计数 

中进行着拙劣的模仿。这幅图景是在严格规定的范围内通过偶然的区分完 

成的。但是，如果被清算的个体真的狂热地把习俗的表面现象变为自己 

的东西，那么趣味的黄金时代的破晓之日就是它的日薄西山之时。

结 果 是 ，作为拜物教基础而成为文化商品的作品也因此经历了构 

成上的变化。它们蜕化变质了。不相关的消费摧毁了它们。不仅仅是 

那些反复播放的东西会磨损变旧，如同卧室里的西斯廷圣母像 （ die 

Shoinsche M adonna)，而且物化也影响了它们的内部结构。它们被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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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次次乘虚而人的混杂体，通过高潮和重复作用于听众，而整体的组 

织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由于高潮和重复，不连贯部分的可记忆性在伟 

大的音乐本身中，在晚期浪漫派作品的技巧中，尤其是在瓦格纳的作品 

中都有先例。音乐越是物化，异化之耳听起来就越是浪漫。就这样，它 

变成了“财产”。贝多芬的交响乐作为一个整体被自发地体验之后是绝 

不能被占有的。在地铁里把勃拉姆斯第一交响乐的终曲乐章主题得意洋 

洋地大声吹成口哨的人，所吹的已经主要是它的碎片了。但是，由于拜 

物的解体让这些碎片自身置于危险之中，并且差不多将它们同化为流行 

歌曲，这就形成了一种反向的趋势，以便保存它们的拜物特性。如果细 

节的浪漫化侵蚀了整体之躯，那么濒危的实体就会被镶金镀银。强调物 

化部分的高潮具有一种神奇仪式的性质，在这个过程中，从作品本身消 

除的所有人格、内在性、灵性和再生自发性的奥秘都被召唤出来了。正 

因为分崩离析的作品放弃了其自发性的要素，这种要素就像鸡零狗碎的 

俗套一样从外部被注人其中。尽管新的客观性已在被人谈论，但是循规 

蹈矩地表演的基本功能已不再是演奏“纯粹”的作品，而是用一种试图 

强调与粗俗保持距离但又无力操作的姿态来呈现粗俗化之作。

粗俗化和魅惑性，这对敌对的姐妹共同居住在已殖民大片音乐领 

域的编配中。编配的实践向极其不同的维度扩展延伸。有时它会抓住时 

间。它公然从其语境中抢夺出一些物化的鸡零狗碎，然后把它们拼装成 

一个大杂烩。它只是提取出了孤立的流行乐段，却破坏了作品整体的多 

层统一性。莫扎特降E 大调交响曲中的小步舞曲若不与其他乐章一起演 

奏，就失去了交响乐的凝聚力，被演奏者变成一种匠气十足的类型化断 

片，更像是《斯蒂芬妮.加沃特舞曲》 而不是它理应宣传的那种古典

[ 1 ] 《斯蒂芬妮•加沃特舞曲》（Sfep/mnic Gavotte) 流行于20世纪初，由匈牙利乐队指挥和 

作曲家阿尔丰斯•奇布卡（ Alphons Czibulka, 1842-1894 )创作。《大英图书馆1980年以前的乐谱目录》 

(The Catalogue o f Printed Music in the Bddsh Library to 1980, London: K. G. Saur, 1983, vo!. 15, pp. 91-92) 

列出了这首曲子的许多不同的编曲，包括乐队、管弦乐队、两手和四手联弹钢琴，以及填了词的声 

乐版本。该目录中最早的版本可以追溯到I876年：大多数出现在19世纪8 0年代，最晚的版本出自 

1934年。我很感谢奥托•科勒里奇（OttoKolleritsch) 为我识别了这部（对于美国人云里雾里的）作 

品。---英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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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然后是色彩方面的编配。只要名声在外的演奏者没有发声明下禁 

令 ，他们就会改编他们能够找到的任何东西。在轻音乐领域，如果编配 

者是唯一训练有素的音乐专家，他们就会觉得受到感召，越发肆无忌惮 

地围绕着文化商品载歌载舞。他们为乐器编配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理由。 

就大型的管弦乐作品而言，这样会降低成本，否则作曲者就会被指责缺 

乏乐器演奏技巧。这些理由都是可悲的借口。关于廉价的争论在美学上 

是站不住脚的，但却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解决：想一想那些心急火燎地 

把编配付诸实践之人的手中所掌握的丰富管弦乐技巧，以及认清以下现 

实 ，即就像钢琴曲的器乐编配一样，编曲往往比原始形式的演奏更为昂 

贵。到头来，认为较老的音乐需要色彩上的翻新再造，这一观点的前提 

是 色 彩 和 图 画 （Zeichnung) 之间的关系具有一种偶然性，此类假定只 

有在对维也纳古典主义无知得简单粗暴和如此急切地编配舒伯特的情况 

下才能成立。即使色彩之维的真正发现最早出现在柏辽兹和瓦格纳的时 

代 ，海顿和贝多芬的色彩极简（koloristischeKargheit) 也和乐曲建构原则 

是一回事，后者盖过了从动态统一体中迸发出的色彩绚丽的特定旋律。 

正是在这种极简的语境中，贝多芬《莱奥诺拉》序曲第三号开头的巴松管 

三度音，或者是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再现部的双簧管华彩乐段，才都获 

得了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将无法挽回地消失在五颜六色的奏鸣声中。 

因此，人们必须假定编配实践的动机是自成一体的。最重要的是，编配 

试图使遥远而伟大的声音（它总是具有公共和非私人的面向）能被同化。 

疲惫的商人可以拍拍被改编经典的肩膀，抚摸他们的缪斯子孙。这是一 

种强迫，就 像 电 台 宠 儿 （Radiolieblinge) 不得不以叔叔阿姨的身份混入听 

众的家庭，假装与人亲近一样。极端的物化形成了它自己的直接性和亲 

密性的伪装。另一方面，亲密关系被编配夸大和渲染恰恰是因为它过于 

多余。因为它们最初只被定义为整体的要素，从瓦解的统一体中形成的 

片刻的感官愉悦非常微弱，甚至不能产生它们所需要的感官刺激来履行 

其广告之职。对个人的装饰和吹嘘抹去了抗议的一脸凶相，这种面貌是 

个 人 在 对 抗 企 业 （Betrieb) 时对自己的限制中被勾勒出来的，就像在把大 

规模缩减为亲密感时失去了总体性的视野，而在总体性之中，糟糕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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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直接性在伟大的音乐中是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取而代之的是，一 

种虚假的平衡已被发展起来，其中的每一步都因其材料的矛盾而暴露了 

它的虚伪性。舒伯特的《小夜曲》（“StSndchen”）w 在由弦乐和钢琴组 

合而成的膨胀声中，中间小节模仿出过分清晰的声音，显得傻不拉几， 

听起来毫无意义，仿佛它出自女子学校。但 是 《纽伦堡的名歌手》 

MeistersingervoflNiirnibeig) 中的颂歌（Preislied) 在弦乐团单独演奏时听 

起来也严肃不到哪里去。在单音色中，它客观上失去了在瓦格纳的乐谱 

中可行的表达。但与此同时，它对听者来说又变得切实可行，他们不再 

需要把歌曲的主体从不同的颜色中拼凑起来，而是可以自信地把自己交 

给单一的和不间断的高音旋律。在这里，与听众的对抗是伸手可触的， 

今天被视为古典的作品都属于这种情况。但是，人们可能会怀疑，编配 

方面最黑暗的秘密是强迫不让任何东西保持现状，而是要抓住任何过手 

的东西。存在之物的基本特征越不容易被干涉，这种强迫就越是强烈。 

总体的社会控制通过给任何落入其运转机器中的东西打上印记来确认它 

的权力和荣耀。但这种确认同样具有破坏性。当代的听众总是倾向于摧 

毁他们盲目尊重的东西，他们的伪活动（PseudoakrivMt) 早已由生产准备 

好并规定好了。 ..

音乐改编的实践来源于沙龙音乐。这是一种精致的娱乐活动，它从 

文化产品的“标准”（Mveau) 中借用其伪装，却将其转化为流行歌曲类 

型的娱乐材料。此种娱乐，以前只作为人们哼唱的伴奏而得以保留，如 

今已经遍及整个音乐生活，基本上没有人再把它当回事，而在所有关于 

文化的讨论中，它也越来越退居幕后。人们可以选择的是，要么尽职尽

[ • ] 舒伯特的几首声乐小夜曲都有各种各样的器乐编曲，包括竖琴、曼陀林、H 威夷吉他  

和短号. 鉴于阿多诺提到了女子学校，他想到的《小夜曲》的甜腻改编很可能是D. 920 (1827), 

该作由女低音独唱、女声合唱和钢琴伴奏，歌词文本系弗兰兹•格里帕策 （ Franz Grillpareec) 所 

作 （也有男声版本K 阿多诺所说的“膨胀声”（aufgeplustertenKlang) 在那种情况下指的是用弦乐  

来加强乐曲的改编，或者更有可能是用弦乐队来代替人声部分—— 可 以 称 之 为 “无词歌” 

o fin c W te c h拉 里 •克 莱 默 （UtryKram« ) 向我® 议，另一个可能的候选歌曲畏在《天鹤之歌》 

(ScM™ eng« M g> 组肷D.9S7 (I828)中一度非常流行的《小夜曲》设置。他恰如其分地指出：“假 

如改编成弦乐和钢琴版，肯定荜以让阿多诺牙根发酸，紧张不安。”（私下交流）—— 英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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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地随行就市，哪怕只是在周六下午偷偷地站在扬声器前，要么就立刻 

固执地、毫不后悔地承认这些垃圾是为了满足大众假装或真正的需求而 

提供的。精致的娱乐对象的无趣和肤浅的本质不可避免地导致听者的心 

.不 在 焉 （Zerstreutheit)。在这件事上，这种人显然心地善良，因为他给听 

众提供的是一流的东西。.若是有人反对说，这些东西已经是市场上的毒 

品，那么准备好的答复便是，这就是他们想要的东西。这一论点最终可 

以通过听众情况的诊断而被推翻，但前提是只有通过深入了解将生产 

者和消费者团结在一种恶魔般和谐中的整个过程。不过，拜物教甚至控 

制了表面上严肃的音乐实践，这种实践活动调用“距离的惆怅” 11]，反对 

精致的娱乐。为这项事业服务的、呈现了诸多作品的纯洁性，却往往被 

证明与粗俗化和改编一样，对作品是有害的。因托斯卡尼尼的非凡成就 

而遍及全球的官方演出理想有助于认可这种状况，用爱德华•斯图尔曼121 

的话来说，可 以 称之为“完美的野蛮”（BarbardderVoliendung)。可以肯 

定的是，著名作品的名称不再被当作崇拜的对象，尽管进入节目的不知 

名作品差不多已使小曲库的限制称心如意。当然，这里不是为了吸引人 

而夸大乐段或过度强调高潮。此谓铁的纪律。但也就是铁面无私而已。 

新的拜物癖的功能完美无缺，金属般绚丽的机器本身，其中所有的齿轮 

啮合得如此完美，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丁点缝隙是为整体的意义而打开 

的。蕞新出现的完美无瑕的演奏风格以其最终物化的代价保留了作品。 

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它就已经将作品呈现为完整的了。这种演奏听起来 

就像它自己的留声机唱片。这种动态是预先确定的，根本不再有任何张

[1] 距离的惆怅 （ Pathos der Distanz / pathos of distance, —译 “距离的悲情”）这一说法来自

尼采，他认为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区别是本质上的区别，而不是主人被认为与奴隶本质上有不同的地 

位，此 谓 “距离的惆怅”。—— 汉译注

[2] 爱 德 华 . 斯 图 尔 曼 （EduardSteuennarm, 1892-1 % 4) , 钢琴京和作曲京，1925年在维也纳

成为阿多诺的钢琴老师。阿多诺写过一篇怀念他的文章（“N a ch S u ^ u e rm a n n sT «S，voU 7、pI\* 3l^

3 ^ h  图尔曼是勋伯格音乐的积极支持者，他经常演奏勋伯格的作品  •他是  IMS 年勋伯格在维

也 纳 组 速 的 “私人音乐表演协会 ” （the Society fot Private Musical Performances)的成资、该协会致力

于新音乐。〗93 8年 ，他移居美国 • 他从 1952年开始在朱丽亚音乐学院(Juilliml)任教，苴至去世• -----

英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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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音乐材料的矛盾在声音出现的那一刻就已被无情化解，以至于它从 

未达到作品的综合和自我生成之境，而这种综合和自我生成则揭示了贝 

多芬每一部交响曲的意义。当用来检测交响乐努力的材料都已零落成泥 

碾作尘，交响乐努力的意义何在？对作品的保护性定影（Fixienmg) 导致 

了它的毁灭，因为它的统一性恰恰是在为定影而牺牲了的自发性中实现 

的。这种最后的拜物教抓住了实体本身，并使它窒息；表象对作品的绝  

对调整否定了后者，使它消失在机器的后面而不被注意，正如劳动队伍 

为沼泽排涝不是为了治理沼泽，而是工作需要。老牌指挥家的规矩会让 

人想起极权主义元首的统治，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和后者一样，他把威 

望的光环和组织机构简化为一个公分母。无论是作为“乐队班头 ” （ band 

leader) 还是在交响乐团，他都是真正现代类型的艺术大师。他已经到了 

任何事情不必再亲力亲为的地步；有时他甚至可以不用看谱，而由音乐 

顾问职员代为效劳。他一下子就提供了规范和个性化：规范等同于他本 

人，他的个人特技 （ die individuellen Kunststiicke) 提供了一般的规则。指 

挥家的拜物特性是最明显又是最隐蔽的。当代交响乐团的技艺名家们在 

没有指挥的情况下也能演奏出标准的作品，而在乐团的掩护下，为指挥  

欢呼的公众估计也分辨不出音乐顾问已代替了因感冒而病倒的英雄。

听者的大众意识是适合拜物化的音乐的。他按程式化的套路来听， 

如果出现抵抗，如果听者仍然有能力在所供应之物的限度之外提出要 

求，堕落就不可能发生。但如果有人试图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听众的反 

应，以 此 “验证”音乐的拜物特性，他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扰。像 

在其他地方一样，音乐中本质与现象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发展到如此地 

步，以致如果没有中介，任何现象都不再有效，不能作为对本质的验  

证。111听众的无意识反应被掩盖得如此之深，他们有意识的评估是如此专 

属于占主导地位的拜物类别，以至于收到的每个答复都预先符合音乐行 

业的表面，而这种行业也正是被“已经验证的”理论攻击的目标。 一 旦有 1

[1] Cf. Max Horkheimer, **Der neucste Angriff auf die Metaphysik,** ( 《对形而上学的最新押击》） 

Zeitschdft fUr SoziaJfotschung 6 (1937), pp. 28 汀。 -----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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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向听者提出喜欢或不喜欢这样的基本问题，那么整个机制就在发挥作 

用 ，而他原以为是可以通过简化成这个问题致使这个机制变得透明并把 

它清除掉的。但 是 ，如果有人试图用考虑到听者对机制的真正依赖的其 

他调查程序来取代最基本的调查程序，那么调查程序的复杂化不仅会使 

结果的解释更加困难，而且会引发调查对象的抵触情绪，使他们都更深 

入地陷入从众行为中，他们以为可以借此隐藏自己而免于暴露的危险。 

在流行歌曲的孤立“印象”和它对听者的心理影响之间根本无法制定出恰 

当的因果关系。如果说今天的个体确实不再属于他们自己，那么这也意 

味着他 们 不 再 能 被 “影响”。生产和消费这一对立的两极在任何时候都是 

密切协调，而不是孤立地相互依赖的。它们的中介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 

逃不过理论上的猜想。回想一下这些方面就足够了 ：不再有太多想法者 

他将省去多少悲伤，认为现实正确者他会多么更加“依照现实”行事，无 

怨无悔地把自己整合进运作机制者他会多么更加有能力去利用机制，如 

此一来，听者意识与拜物化的音乐之间的同构关系依旧是容易理解的， 

即便前者并未毫不含糊地把自己还原为后者。

与音乐拜物教相对应的是听的退化。这并不意味着个体的听众退化 

到了他本人发展的早期阶段，也不意味着集体普遍水平的下滑，因为那 

些借助于今天的大众传播第一次听音乐的千百万听众，是无法与过去的 

听众相提并论的。毋宁说，是当代之听已经退化，被抑制在了婴幼儿时 

期 。不单单是听之主体丧失了有意识地感受音乐的能力（这种能力自古 

以来就局限乎一个狭窄群体中），丧失了选择和责任的自由，而且他们还 

顽固地拒绝获得这种感知的可能性。他们摇摆于全面的遗忘与突然的认 

出之间，他们原子般的听又割裂了他们所听到的东西，但也正是在这种 

割裂中他们形成了某种能力。与传统的美学概念相比，这种能力更符合 

足球运动、汽车驾驶的概念。他们并不天真（kindlich) ,而这可能是对新 

型听众—— 那些先前并不熟悉音乐却进入了音乐生活的群体—— 通常的 

理 解 。但 他 们 是 幼 稚 的 （kindisch) , 他们的原始性（PrimitivMt) 不是发 

育不良的那种原始性，而是强力使其停滞的原始状态。只要有机会，他 

们就会表现出一种被压抑的仇恨，即那类真正感知到他者却又为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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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而排斥它的人，那种最希望根除唠叨可能性的人所具有的仇1M。这 

种退化实际上是来自这种现存的可能性，或者更具体地说，来自一种不 

同的、对立的音乐的可能性。退化也是当代大众音乐在其受害者的心理 

之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不仅在更重要的音乐面前掉头而去，而且也 

证实了自己的神经质愚蠢，完全不考虑他们的音乐能力与早期社会阶段 

的特定音乐文化有何关联。对流行歌曲和低劣文化商品的赞同与下述这 

类面孔属于同一种症候关系.•人们不再知道这类面孔的主人，究竟是电 

影使他们疏远了现实还是现实使他们疏远了电影，因为他们张着无形大 

嘴，龇着闪亮的牙齿，贪婪地笑着，而疲惫的眼神则流露着凄‘惨，.茫然 

不知所措。与体育运动和电影一道，大众音乐和新的聆听推波助澜，使 

得逃离整个婴幼儿环境几无可能。这种病变具有一种保护功能。甚至当  

代大众的听赏习惯也绝不是什么新鲜事，人们或许会乐意承认，听众对" 

战前热门歌曲《小娃娃》w 的接受程度与一首合成的爵士儿歌的接受程度 

并无太大区别。但是，这样一首儿歌出现的语境，受虐式地嘲弄自己找 

回逝去的幸福的心愿，或是对幸福本身的渴望以回到童年为妥协，而童 

年的不可复得也见证了快乐的无法获得—— 这是新的听赏的特殊产物， 

任何撞击耳鼓的东西无一能幸免于这种同化系统。社会上确实存在差 

异，但新的听赏蔓延得如此深远，以至于被压迫者的愚蠢影响到了压迫 

者自己，他们成了自推车轮强大力量的受害者，却认为自己还在决定着 

自己的方向。

退化之听通过传播机制，尤其是广告与生产联系在一起。一旦广告 

变成恐怖，一旦意识除了在广告材料的强大力量面前屈服就范，除了通 

过让强加的商品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来购得精神上的安宁之外而无所作 

为时，退化之听就出现了。在退化之听中，广告具有强制性。有一段时 • 

间，英国一家啤酒厂出于宣传目的，把一块广告牌做了伪装，让它看起

[ 1 ] 我找到的唯—— 首名为《小娃娃》（“Pfippchen” ）的儿童歌曲的文献是来自1929 年 ，由 

阿尔弗雷德 . 舍恩费尔德 （Alfred Sch&ifdd>作词，让 . 吉尔贝尔 （ Jnm G ilb e r t)作曲。阿多诺此文 

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他把这首歌曲称为战前歌曲，因此表明它的日期早于1914年 。 ——  

英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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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像伦敦和北方工业城市贫民窟中随处可见的那种粉刷过的砖墙。这块 

广告牌摆放得当，和真墙几无区别。牌子上粉笔写字，小心模仿着笨拙 

的笔迹。内 容 是 :“我们要的就是沃特尼。”（WhatwewantisWatney’s) 这 

种啤酒的商标呈现得就像一句政治口号。这个广告牌不仅让人洞察到最 

新宣传的本质，它既卖口号也卖货物，就像这里的货物伪装成了一种口 

号 ；而且广告牌所暗示的那种关系，亦即大众把推荐给他们的商品作为 

他们自己行动的目标，实际上又被发现是轻音乐接受的模式。他们需要 

并要求别人骗卖给他们的东西。通过使自己认同于逃不掉的产品，他们 

克服了面垄断生产时笼罩在他们身上的无力感。这样一来，他们就结 

束了那些离他们既遥远又近在咫尺的音乐品牌的陌生感，此外，他们还 

获得了一种满足感，觉得自己置身于“无知先生”（HerrKannitverstan) 

的企业中，企业对他们处处关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个人偏好（当然还有 

厌恶）的表达会汇聚在一个客体和主体同样都让这种反应变得可疑的领 

域。音乐的拜物特性通过听众与物恋对象的认同形成了它自己的伪装。 

这种认同最初赋予流行歌曲凌驾于受害者之上的力量。它在随后的遗忘 

和记忆中实现了自己的抱负。正如每一个广告都是由不显眼的熟悉和不 

熟悉的显眼组成的一样，流行歌曲在它熟悉的朦胧中被有益地遗忘，又 

在回忆中突然痛苦地变得过于清晰，仿佛处在聚光灯的光柱之中。人们 

'几乎可以把这种回忆的时刻等同于受害者面对流行歌曲的歌名或最初的 

韵文歌词的时刻。他认同流行歌曲也许是因为他认出了它，从而要与他 

的财产融为一体。这种强制力可能会驱使他不时地回想起那首流行歌曲 

的歌名。但是，使这种认同成为可能的音符下的书写不是别的，而正是 

这种流行歌曲的商标。

注 意 力 分 散 （Dekonzenttation) 是一■种知觉活动，这种活动为遗忘和 

突然认出大众音乐铺平了道路。假如标准化的产品（除了显眼部分如流 

行乐段，它们不可救药地彼此相似）不允许聚精会神地听，除非对听众 

变得不可忍受，那么听众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再能够全神贯注地听了。他 

们无法处于注意倾听的紧张当中，只能听天由命地接受降临在他们身上 

的一切。只有听得心不在焉，他们才能与所听的曲子平安相处。本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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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的在分心走神（Zerstremmg) 的情况下电影院的统觉活动同样也适用 

于轻音乐。111通常的商业爵士乐之所以能发挥其作用，正是因为除了在 

交谈，尤其是作为舞蹈伴奏外，没人会注意到它。人们一次又一次地遇 

到这样的评价：用它伴舞挺好，当作音乐听很差。但是，如果说以分心 

走神的方式似乎还能对作为整体的电影有所理解的话，那么，注意力分 

散的听却使对整体的感知变得毫无可能。所有被意识到的是被聚光灯照 

到的东西—— 惊人的旋律音程，颠三倒四的转调，有意无意的失误，或 

是任何通过旋律和歌词特别亲密的融合凝结而成的一个公式化的东西。 

在这里，听众和产品也是相辅相成的；他们甚至没有得到他们无法遵循 

的结构。如果说原子化的听赏意味着对高级音乐的逐步分解，.那么在低 

级音乐中已没有什么可以分解的了。流行歌曲的形式是如此严格的标准 

化，直到小节的数量和确切的持续时间，以至于没有特定的形式出现在 

任何一首特定的作品中。部分从它们的连贯性中解放出来，从超越它们 

当下的所有要素中解放出来，从而引导音乐兴趣转移到特定的感官愉‘说 

中。通常情况下，听众不仅对特定的乐器特技演奏的乐曲表现出偏好， 

而且也偏爱个别乐器的音色。美国流行音乐演奏促进了这种偏爱，每一 

个变奏或“合奏”都强调一种特殊的乐器音色，单簧管、钢琴或长号充 

当准独奏者。这种做法常常过火，以致听者似乎更关心处理方式和“风 

格”，而不是其他不感兴趣的材料，但这种处理只有在特别诱人的效果中 

才能确认自己。伴随着对音色本身的迷恋，当然还有对•乐器的崇拜以及 

模仿和参与游戏的冲动；也可能是类似孩子们对明亮色彩的欢天喜地， 

它在当代音乐经验的压力下又回来了。

兴趣从整体，或许真的是从“旋律”转移到音色的魅力和个人的技巧 

上，这可以乐观地解释为是规训功能的新破裂。但这种解释可能是错误 

的。 一 旦被感知到的魅力在一种僵化的模式中畅行无阻，任彳可屈服于它 

们的人最终都将起而反抗。但它们本身是最有限的一种类型。它们集中

【1】 Walter Benjamin, *Thc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 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Illuminationst ed. 

Hannah Arendt,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1969, especially pp. 222-223,234-241.------英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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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象派被软化的调性上。不能说对孤立的色调或孤立的音响的兴趣唤 

醒了对新色调和新音响的趣味。毋宁说原于化的听众是第一个谴责这种 

声 音 是 “知性的”（imeUektueU) 或绝对不和谐的。他们享受的魅力必须是 

被认可的类型。可以肯定的是，不协和音在爵士乐练习中也会发生，甚 

至 有 意 的 “误奏”（Falschspiden) 技术也发展起来。但是，所有这些习惯 

都伴随着一种无伤大雅的表象；每一种夸张的音响都必须发出来，以至 

于听者能认出它是“正常”音响的替代品。当他为不协和音对其所取代的 

和 i皆音所造成的虐待感到高兴时，虚拟的和谐音同时保证了他仍然可以 

留在这个圈内。.在对流行歌曲接受的测试中，人们发现有人会问，如果 

—段音乐同时让他们开心和生气，他们该如何应对。人们有理由怀疑， 

他们所述说的经历也发生在那些没有述说的人身上。对于孤立的魅力， 

人们的反应是模棱两可的 。 一 旦看到感官愉悦仅仅是为了背叛消费者而 

服 务 ，它就会变成厌恶。这里的所谓背叛在于总是提供同样的东西。流 

行歌曲迷即便再怎么反应迟纯，总也无法摆脱爱吃甜食的孩子在糖果店 

里所获得那种感受。如果这些魅力消失了，变成了它们的反面—— 大多 

数热门歌曲的昙花一现就属于同样的经验范围—— 那么，对上层音乐行 

业进行包装的文化意识形态就会心怀愧疚地让下层的音乐被人听到，从 

'而结束一切。没有人会完全相信被规定好的快感。但是，尽管存在不信 

任和矛盾心理，只要赞成这一处境，听就仍然处在退化之中。由于情感 

已被替换为交换价值，音乐中也就不再有真正高级的要求了。替代品也 

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因为他们所适应的需求本身已被替代。但是，假如 

耳朵仍然只能从别人提供给他们的东西中听到人们对它的要求，只记录 

抽象的魅力，而不是综合那些魅力的要素，那么这种耳朵就坏掉了。即 

使 在 “孤立的”现象中，关键的方面（亦即超越到孤立自身之上的那些 

方面）也会逃避耳朵。实际上，在听赏中也存在着一种愚蠢的神经机制： 

傲慢无知地拒绝一切不熟悉的事物是其确切的标志。退化的听众之行为 

就 像 孩 子 ，他们满怀积怨，一次又一次地要求着他们曾经享用过的那 

道菜。

为他们准备的是一种音乐的儿童语言，它不同于W正的儿童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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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的词汇只是由音乐艺术语言中的片段和歪曲所组成。在流行歌 

曲的钢琴乐谱中有一些奇怪的图表。它们涉及吉他、尤克 里 里 琴和班 

卓琴，以及手风琴一一与钢琴相比，它们都是些小儿科乐器 （ infantile 

Instrumente) —— 它们是为那些不会读乐谱的演奏者设计的。它们用图表 

描绘了弹拨乐器的和弦指法。于是，可被理性把握的音符被视觉指 令 ， 

某种程度上也是被音乐交通信号所取代。当然，这些符号仅限于大三和 

弦，排除了任何有意义的和声进行（harmonischerFortgang)。受管制的音 

乐交通是配得上它们的。这当然不能和街上的交通相提并论。它充斥着 

声部处理（Satz) 与和声上的错误。有错误的音高，有对三度、五度和 

八度音阶不正确的加倍呈现，以及各种不合逻辑的声音处理，有时在低 

音部分。人们可能会把这一切归咎于那些业余爱好者，因为大多数流行 

歌曲都是由他们创作的，而真正的音乐作品首先是由编曲者完成的。但 

是，就像出版商不会让拼错的单词走出户外一样，很难想象专家过手、 

慎之又慎之后，他们却依然没有检查就发布了这些业余版本。这些错误 

要么是专家们有意制造出来的，要么是为了听众的利益而故意允许出现 

的。人们可以将此归因于出版商和专家迎合听众的意愿，他们作曲时若 

无其事，大大咧咧，就像一个半吊子（Dilettant) 听了一首热门歌曲击节 

哼唱一样。即便需要考虑到心理学上的差异，这些阴谋诡计与许多广告 

语中的拼写错误也区别不大。但就算是有人认为它们过于牵强而拒绝接 

受，这些印刷错误也是能够被理解的。 一 方面，小儿科的听力要求感官 

上的丰富和音响的饱满，有时表现为丰富的三度音，而正是在这一要求 

中，小儿科的音乐语言与儿歌之间产生了最残酷的矛盾。另一方面，/J、 

儿科的听力总是要求最舒适和最流畅的解决。“丰富”的音响以及正确的 

声音处理，其结果是将与标准的和声关系相距甚远，以至于听者不得不 

以 “不自然”之名而拒绝它们。那些错误是大胆的措施，它调和了小儿科 

听众的意识的对立。引用同样是退化的音乐语言的特征。它的使用范围 

从有意识地弓丨用民谣和儿歌（通过模棱两可的方式和半推半就的暗示）到 

完全潜在的相似和联想。这一趋势在对古典储备或歌剧库存的整个作品 

改编时凯歌高奏。引用的实践反映了小儿科听众意识的矛盾心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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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语既是独裁主义的，又是一种拙劣的模仿。孩子就是这样模仿老师的。

.退化听众的矛盾心理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得到了最极端的表现：尚未 

完全物化的个体想要从他们已被交付的音乐物化机制中解脱出来，但他 

们对•拜物教的反抗只会让他们更深人地卷人其中。每当他们试图逃离强 

制性消费者（Zwangskonsumenten) 的被动地位并试图“激活”（aktivieren) 

自己时，他们就会屈服于伪活动。种种类型的人群从大量受损害者中涌 

现出来，他们通过伪活动区分了自己，却仍然使退化触目惊心。其中的 

一类首推给电台和管弦乐队写信的狂热歌迷，他们在管理有方的爵士音 

乐节上出产着自己的热情，为他们所消费的商品做着广告。他们自称为 

“jitterbugs” 仿佛他们同时想要肯定和嘲笑自己个性的丧失，以及他

们变成甲壳虫后还人迷地飞来飞去，嗡嘴作响。他们唯一的借口是，“吉 

特巴虫”这个词，就像电影和爵士乐的虚幻大厘里的所有字眼一样，是 

被企业家敲进他们的脑袋之中并让他们以为自己就是业内人士。他们的 

狂喜是没有内容的。这件事情发生了，音乐被听到了，这些东西取代了 

内容本身。狂喜是通过它自己的强制性来占有其对象的。这种狂喜的风 

格就像野蛮人擂响战鼓时进人的狂喜。它所具有的痉挛面相让人想起圣 

维特斯舞蹈病pl或伤残动物的肢体反射。狂热本身似乎是由缺陷产生的。 

但这种狂喜的仪式在模仿的那一刻就暴露了其伪活动的本性。人们不会 

“出于I f 色’’（ausSinnlichkeit) 而跳舞或听歌，情色当然不会因为听赏而 

得到满足，但情色的动作会被模仿。与之类似的是电影中对特定情感的 

表现，其中有焦虑、渴望、好色表情的面相模式，还有《保持微笑》P1、 1 2 3

[1] “ jitterbugs” 可音义兼顾地直译为 “吉特巴虫” ，其主要义项有：⑴ 吉 特 巴 舞 （一种轻 

盈活泼的美国舞蹈，通常有爵士乐伴奏，盛行于1940年代) ，（2 ) 吉特巴舞者，（3) 引申为爵士乐迷. 

译者根据上下文，灵活使用这几种义项，一一汉译注

[2] 圣维特斯舞蹈病（Veitscinz/St. Vitus’ dance)是一种不停地唱、跳、舞蹈、痉挛的流行病， 

此病最早出现在 1518年法国的一个小镇• 当时，圣维特大教堂(St. Vitus)把这舞蹈病当作一种诅咒， 

但当代历史学家把它归为集体发疯，是因压力产生的精神错乱。—— 汉译注

[3] 《保持微笑》 （Keep Sm iling, TO8) 是一部美国甚剧电影，由赫伯特• I.利 兹 （H erbe rt I. 

Leeds, 1卯0 - 1954)执 导 .以 《保持微笑》为名的电影不止这一部，因此文写于1938年，所以阿多 

诺在这里很可能就是指当年上演的这部电肜.——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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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俗音乐原子化的表达模式。对商品范本的模仿性同化与有关民间传说 

的模仿式习俗交织在一起。在爵士乐中，这种模仿与模仿者本人的关系 

是相当松散的。它的媒介是讽刺漫画。舞蹈和音乐复制性冲动的阶段只 

是为了取笑它们。这就好像欲望的代理人本身同时也在与它作对；被压 

迫者的“务实”（reaMtsgerechte) 行为战胜了他的幸福梦想，同时它本身 

也被整合进后者。似乎是为了确证每一种狂喜形式的肤浅和诡诈，双脚 

无法完成耳朵所自诩要做的事情。同样是那些仿佛被切分音舞蹈充了电 

的吉特巴舞者，他们几乎只会跳节奏好的部分。虚弱的肉体惩罚了愿意 

的心灵谎言W ; 小儿科听众的姿态式狂喜在狂喜的姿态面前哑火失效。相 

反的类型似乎是那种心急火爐地离开工厂、在安静的卧室里用音乐“充 

实”（bescMfrigt) 自己的人。他害羞而拘谨，也许在女孩子面前运气不 

佳，却无论如何都想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他以无线电发烧友（Bastler) 

的身份谋取了这些。二十岁时，他还处在童子军阶段，为了取悦父母他 

会编出复杂的绳结。这类人在无线电事务中备受敬重。他耐心地鼓捣装 

置—— 其中最重要的部件他必须购买现成的—— 并且在空中扫描，寻找短 

波的秘密，尽管那里一无所有。作为一名印第安人故事和旅游书籍的读 

者，他一度发现了未知的大陆并在原始森林中开辟了道路。作为无线电 

发烧友，他成了那些工业产品的发现者，而那些产品也正兴致勃勃地等 

着被他发现。不会被送货上门的东西，他都不会带回家。从事伪活动的 

冒险家们已经大规模地组织起来；无线电爱好者印制了他们所发现的短 

波电台送给他们的验证卡，并举行比赛，谁的验证卡造得最多，谁就是 

赢家。所有这些都是从上面精心培育的。在所有的拜物性听众中，无线 

电发烧友可能是最彻底的。他听到了什么甚至如何听到，都与他无关； 

他只对这样一个事实感兴趣：他听到了，并利用自己的私人设备把自己 

成功地塞进了公共机构，却没有对它施加哪怕是最轻微的影响。以同样 

的态度，无数的收音机听众玩着信息反馈或调音按钮，尽管他没有成为

[ 1 J 阿多诺在这里化用了《圣经 • 马太福音》第 26章 第 节 中 的 说 法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 （ The spirit is willing， but the flesh is weak.)此语在西方语言中常指“心有余而力不足 ” • 

或 “力不从心'  ——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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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烧友。其他人更专业，或者至少更有进取心。这些聪明的家伙到处都 

能找到，他们能自己做任何事情：为了跳舞和娱乐，高年级学生在每一 

次聚会上都准备以机器般的精准演奏爵士乐；加油站的服务员边加油边 

哼着切分音，天真烂漫；听赏专家能辨认出每一支乐队，他让自己沉浸 

在爵士乐的历史中，_仿佛它就是救世史（Heilsgeschichte)。他是最接近运 

动员的人：如果不是接近足球运动员本人，那就是接近那个主宰着看台 

的大摇大摆的家伙。粗糙的即兴表演能力使他光彩照人，哪怕为了把难 

以驾驭的节奏弄到一块他必须偷偷在钢琴上练上好几小时。他把自己描 

绘成向世界吹口哨的个人主义者。但他吹的是世界的旋律，他的雕虫小 

技与其说是一时的发明，不如说是通过熟悉很吃香的技巧而积累起来的 

经验。他的即兴演奏总是灵活地服从乐器对他提出要求的种种姿态。私 

人司机是这类聪、明的倾听者的典范。他对一切主流事物的赞同是如此深 

人 ，以致他不再产生任何反抗，而是为了恪尽职守的官员，总是自觉自 

愿地去做要求他做的事情。他骗自己，说他已完全服从于物化机制的规 

则。因此，爵士乐迷的至高惯例不过是一种被动适应模式的能力，以避 

免对它有所偏离。他是真正的爵士乐主体：他的即兴演奏来自模式，而 

且他驾驭着这种模式，嘴上叼着烟，漫不经心的样子，仿佛这种模式是 

他自己发明的。

在一些关键点上，退化的听众与那些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发泄其 

攻击性而必须消磨时间的人，甚至与临时工（Gelegenheitsarbeiter) 有相 

似之处。一个人要使自己成为爵士乐专家或整天泡在收音机里，他必须 

自由时间很多而自由却很少。与切分音和基本节奏协调一致的灵巧也是 

汽车修理工的那种灵巧，因为后者还能修理扬声器和电灯。新的听众就 

像修理工一样既专业，同时又有能力将其特殊技能应用到他们熟练行当 

之外意想不到的地方。但这种去专业化（Entspezialisierung) 似乎只会 

帮助他们脱离这个体制。他们越是容易满足一时之需，就越严格地服从 

于这个体制。研究发现，在收音机听众中，轻音乐听友暴露出了自己的 

去政治化倾向，这并非出于偶然。个体获得庇护所和一如既往地成问题 

的安全感的可能性，妨碍了人们对寻求庇护时所处的处境撖出改变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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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肤找的经验与此相俘<! “年轻一■代” （ junge Generation) —：— 这个概 

念本身只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笼统说法一 -似乎正是通过新的听赏方式 

与他们的长辈及其奢华文化（Pliischkultur) 发生了冲突。在美国，人们 

在轻流行音乐（leichtepopuKreMusik) 的倡导者中见到的全是所谓的自 

由主义者和进步人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想把自己的活动归人民主之 

中。但是，如果退化的听力是与“个人主义”听力类型相对立的一种进 

步，那么，只有在辩证的意义上，它才比后者更适合于前进中的残忍粗 

暴。所有可能的霉味都已从这种卑劣中抹去，而对一种早已从个体身上 

夺走的个体性的审美残余进行批判则显得合理合法。但是这种批判来自 

流行音乐领域，几乎没有什么力量，因为正是这一领域将浪漫的个人主 

义中堕落和腐烂的残余变成了木乃伊。它的创新与这些残余;f f伴;f f生， 

密不可分。

听赏受虐狂不仅仅是靠自我屈从并靠通过认同权力而获得的虚假 

快乐加以界定。它的基础是这样一种认识：在统治条件下，避难所的安 

全具有暂时性，它只是苟延残喘，最终一切都会崩溃。即便是自我屈 

从，一个人在他自己眼中也不被看好；他在享受的时候人们会觉得他既 

背叛了可能性，同时也被现存的事物所背叛。退化的听总是准备堕落为 

暴怒。如果一个人知道他基本上是裹足不前，那么这种暴怒，就会主要指 

向一切可能否定其赶时髦和与时俱进的现代性，以及揭示出变化实际上 

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东西。从摄影和电影中，人们知道了这种现代所产生 

的效果已变得陈旧不堪；这种效果原本是超现实主义者用来使人震惊 

(Schock) 的，后来则沦为那些被其拜物教固定在抽象的现在 （ abstrakte 

Gegenwarrigkeit) 之上的人的廉价娱乐。对于退化的听众来说，这种效 

果被奇妙地缩小了深度。他们情愿嘲笑和毁灭昨天自己所陶醉的东西， 

仿佛是在忆往昔时为那狂喜实际上并非如此的事实报复自己。这种效果 

已被赋予了属于它自己的名称并在报刊和广播中被反复宣传，但是，我 

们不应该认为节奏更简单、前爵士乐时代的轻音乐及其遗迹是“土老 

帽”（c o m y h 相反，这个说法适用于所有那些不符合当前公认的节奏程 

式的切分音乐曲。当爵士乐专家听到一首节奏优美的曲子中十六分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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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跟着一个附点八分音符时，他很可能会笑掉大牙，尽管这种节奏比 

后来练习的所有反重音的切分音连接和放弃更有进攻性，也丝毫不显得 

土气。退化的听众实际上是破坏性的。老前辈的侮辱有其反讽式的合法 

性；讽刺的是，因为退化听众的破坏性倾向实际上是针对和老式的仇恨 

一样的东西，针对的是不服从，除非它是来自集体过度行为的可被容忍 

的自发表面上的代际对立无不在暴怒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那些在悲 

情一施虐信（pathetisch-sadistischeBriefe) 中向广播电台抱怨圣物被搞怪的 

老顽固和那些以这种展示为乐的年轻人，其想法是一致的。只要有合适 

的情境，就能使他们团结在统一战线上。

这 就 对 退 化 之 听 中 的 “新的可能性”提出了一种批评。假如它是 

某 种 东 西 ，其 中 艺 术 作 品 的 “光晕”（auratische) 特征，它的幻觉元素 

让位于游戏元素，人们可能会试图拯救它。无论电影中的情况怎样，今 

天的大众音乐在祛魅方面几乎没有表现出这样的进步。在那里，没有什 

么比幻觉更稳固，也没有什么比它的现实更虚幻。这个小儿科的游戏与 

儿童的生产力几乎只有名称上的共性。否则，资产阶级的体育运动就不 

会想要如此严格地与游戏区分开来。它的残酷的严肃性在于这一事实： 

不是通过摆脱目的性而忠实于自由之梦，而是通过把游戏当作一种责任 

对待，将之置于有用的目的之中，从而抹去其中自由的痕迹。这一点尤 

其适用于当代大众音乐。它不过是一种对规定模式进行重复的游戏，而 

由此实现的游戏性的责任（Verantwortung) 解除并没有从根本上减少花 

在 义 务 （Pflicht) 上的时间，除了把责任转变为种种模式之外，追随这 

些模式则被人变成了一种自己的义务。正是在这里存在着占统治地位的 

音乐运动的固有假象。以腐朽的魔力为代价来促进当代大众音乐的技术 

理 性 要 素 （technisch-rationaleMomente) , 或者是促进退化的听众可能与 

这些要素相对应的特殊能力，这是虚幻的，尽管腐朽的魔力为纯粹的功 

能本身规定了规则。它将是虚幻的，也是因为大众音乐的技术创新实际 

上并不存在。 于和声与旋律结构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现代舞蹈音 

乐在音色上的真正成就，即不同的色彩相互接近，已经达到一种乐器可 

以连续取代或伪装成另一种乐器的程度，就傺铜管乐器的消音效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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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瓦格纳和后瓦格纳的管弦乐技术所熟悉。即使在切分音的技巧上，也 

没有什么东西是在勃拉姆斯那里没有以初步形式出现过，并被勋伯格和 

斯特拉文斯基超越了的。当代流行音乐的实践与其说发展了这些技巧， 

不如说是循规蹈矩地钝化了它们。那些带着惊讶的眼光熟练地看待这些 

技巧的听众根本就不是因此而受到了技巧上的教育，.而是一旦这些技巧 

带着自己的意义语境被介绍给他们时，他们就会抵触和厌恶。 一 种技巧 

是否可以被认为是进步和“合理”的，取决于这种意义以及它在整个社 

会和特定作品组织中的地位》—旦技术发展本身成为一种拜物教，并以 

其完美代表着被忽略的社会任务已经完成，那么它就可以服务于粗糖的 

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在现有基础上改革大众音乐和退化之听的所有尝试 

都遇阻受挫。用以消费的艺术音乐（Kunstmusik) 必须以牺牲其一致性 

为代价。它的缺点不在于“艺术性”；每一个错位或过时的和弦都表明 

了那些其要求得到适应的人的落后性。但是在技术上一致的、和 i皆的大 

众音乐净化了所有拙劣的伪装元素，就会变成艺术音乐并立刻失去大众 

基础。所有的和解尝试，无论是借市场导向的艺术家还是集体导向的艺 

术教育者之手，都是徒劳的。他们所完成的不过是手工艺品或那种必须 

给出使用说明或社会文本，以便人们可以适当地了解其更深层背景的 

产品。

新大众音乐和退化之听被称道的积极方面是活力和技术进步，是集 

体的广度和与一种不明确的实践的关系，这些概念中已经掺杂了知识分 

子恳求的自我谴责，他们因而最终可以结束与大众的社会疏离，以便在 

政治上与当代大众意识相协调—— 这种积极面是消极的，是社会的一个 

灾难性阶段闯人了音乐。积极的事物只是被关押在否定性之中。拜物教 

的大众音乐威胁着拜物教的文化产品。这两个音乐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 

如此增长，以至于官方领域很难坚持自己的立场。无论它与大众音乐的 

技术“标准”的关系有多小，如果将爵士乐专家的专业知识与托斯卡尼尼 

崇拜者的专业知识进行比较，前者要远远胜过后者。但是，退化之听相 

当于不断增长和残忍的敌人，它不仅针对博物馆文化产品，而且也针对• 

音乐作为驯服冲动的场所这种古老的神圣功能。音乐文化的堕落产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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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受到惩罚，因此也不是没有约束，但它还是面对无礼的游戏和虐待 

狂的幽默屈服投降了。

在退化之听面前，音乐作为一个整体开始呈现出喜剧的一面。人 

们只需要从外面听到合唱排练时那无拘无束的响亮声音就可以了。这一 

经验在马克斯兄弟的一部电影中已被大力捕获，他们拆毁了一套歌剧布 

景，仿佛是要用讽喻来掩盖历史哲学对歌剧形式的衰败所形成的深刻见 

解，或者在一件最受尊崇的精致的娱乐作品中砸开一架大钢琴，以便把 

它的琴弦装在框架里，作为未来能用它来演奏序曲的真正竖琴。lU音乐 

在现阶段之所以变得滑稽可笑，主要是因为完全无用的东西与认真工作 

的紧张中种种可见的迹象眉目传情。音乐对于有能力的人来说的陌生揭 

示了他们彼此之间的疏远，这种疏远的意识在笑声中被宣泄出来。在音 

乐中一 -或者类似地在抒情诗中—— 认定它们滑稽的社会变成了滑稽。 

但在这种笑声中，却包含着神圣的和解精神（VersShnlichkeit) 的没落。 

今天所有的音乐听起来都很容易变成《帕西法尔》P1之于尼采的耳朵那 

样。它让人回想起远古时代难以理解的仪式和幸存的面具，.是挑衅式的 

废话连篇。H无线电广播既损耗了音乐又使其过度曝光，因此可谓功莫大

[1} 这里是指《歌剧之夜》 1935,—译《歌声価影》），导演山姆•伍德(Sam

W ood)，编剧乔治 • S .考 夫 曼 （GeorgeS. Kaufman)和莫里•里斯金德（MorricRyskind) » 这是马克 

斯兄弟为米高梅制作的第一部电影。被拆毁的歌剧布景是为《吟游诗人》W & vatore)准备的d e e  

Lawrence Kramer, **Glottis Envy: The Marx Brothers* A Night at the Opera,** in Music and Meaning: Toward a 

Cridcal H 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 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p. 113-114. 英编注

【2] 《帕西法尔》 （Pawi/hi) 是瓦格纳编剧并谱曲的三藉歌剧，于1的 2年7 月 2 6日在德国拜

罗伊特首次公演。—— 汉译注

[ 3 ] 尼 釆 对 《帕西法尔》 的反应渗透在《瓦格纳事件》（1哪 ）中* 以下说法是尼采针对 

他曾经的朋友的作品的尖刻机智之辞，非常典型：（1 ) 他把帕西法尔这个人物视为**一个神学学 

位的 候 选 人 ，却 只 接 受 过 中 学 教 育 （后者对于纯粹的愚蠢是必不可少的 ） ” （ section 9, p> r76) t 

⑵ “张开你的耳朵：一切从贫困生活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东西，一切对超验和超越的沩造，都在 

瓦格纳的艺术中找到了它最崇高的倡导者……通过对感知觉的劝服，转而则使褚神疲惫和破碎•音 

乐成了喀耳刻女巫。在这方面，他最后的作品是他扱伟大的杰作•在诱惑的艺术中，帕西法尔符

永远保持它的地位 ------作为诱惑中的祌来之笔 （ the stroke of genius) ........从来没有比他更伟大的敗

发着若有若无的僧侣气息的大师 。 ” （ first postscript>pp* 183484.)所有引用均来自Friedrich Micmchc、 

The Case o f  Wagner, in The Birth o f  Tragedy and The Case o f  Ŵ tr, trans. With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1967〇 ---- 英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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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甚至对于那些聪明的家伙来说，也许在某个时候好光景也会到来： 

那时，他们有可能要求的不是准备好的随时可以打开的材料，而是物品 

的即兴替换，以此作为那种只有在不可动摇的现实世界的保护下才能蓬 

勃发展的激进的开端。如果自由成为其内容，那么甚至规训也可以接管 

对自由团结的表达。尽管退化之听不可能成为自由意识中进步的征兆， 

但是如果与社会统一的艺术离开了那条永远相同的路，它就可能突然 

转向。

不是流行音乐而是艺术音乐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一个模型。马勒 

是所有资产阶级音乐美学的丑闻，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说他缺乏创 

造力，因为他悬置了他们对创造本身的概念。他所从事的一切都是现成 

的。他 在 “匮乏”（Depravation) 的状态中接受了它；他的主题是被征用 

过来的。然而，没有什么东西听起来像它习惯的那样；’所有的东西仿佛 

都被磁石吸引而发生转向。破旧的东西顺从地屈服于即兴创作之手；用 

过的部分作为变体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正如私人司机凭借他^•自己315辆 

二手旧车的了解可以使他严守时间，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它开到预定的目 

的地一样，一 段筋疲力尽的旋律表达在高音区降E 调单簧管111和双簧管压 

力的撕扯下，也可以到达公认的音乐语言永远无法安全地到达的地方。 

这样的音乐确实使整体具体化了，它把粗俗的片段融人其中，融成新的 

东西，但它的材料来自于退化之听。事实上，人们几乎可以认为，在马 

勒的音乐中，这种经验在它渗透到社会的四十年前就被仿佛通过地震仪 

般地记录下来了。但是，倘若马勒反音乐进步的概念而行之，^5么 ，那 

些以一种看似矛盾的方式效忠于马勒的最先进的音乐从业者，他们所从 

事的新的激进音乐也就不能再完全归入进步的概念之下了。它建议要自 

觉抵制听之退化现象。今天和过去一样，勋伯格和韦伯恩121所传播的恐怖

[ 1 ] 马勒的七部交响曲的配乐包括降E 调单焚管，1 一3号,6—9号，但阿多诺似乎想到的是《第 

七交响曲》（修订版）的最后一个乐章，第 476小节以下部分9 —— 英编注

[2J 安 东 • 弗 雷 德 里 克 • 威 廉 • 冯 • 韦 伯 恩 （ Anton Friedrich Wilhelm von Webern, 1883- 

1945),奥地利作曲家，师从勋伯格，是第二维也纳乐派代表人物之一，主要作品有《五首管弦乐 

小品》等 *——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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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来自他们的不可理解，而是来自他们太被正确理解这一事实。他们 

的 音 乐 为 种 焦 虑 ，为那种恐惧，也为那种其他人只是通过退化来规避 

的大灾难处境的洞察赋予了形式。他们被称为个人主义者，然而他们的 

作品只不过是与毁灭个体性的力量进行的一次单独对话一 这些力量以 

“无形的阴影”硕大无朋地笼罩在他们的音乐之上。在音乐中也是如此， 

集体的力量正在清算无法拯救的个体性，但与这些力量相对抗的是，只 

有个体才能自觉代表集体性的诉求。

2001年 8 月选译 

2022年 1 1月补译 

2023年 (5月校译



论流行音乐l1】

一、音乐材料

音乐的两个领域

流行音乐，也就是我们在此考察的那种形成刺激的音乐，通常有其 

不同于严肃音乐的特征。这种不同通常被认为理所当然，并被看作一种 

界定得如此明确的层次上的差异，以至于大多数人认为其中的价值是完 

全相互独立的。然而，我们认为有必要首先将这些所谓的层次转化为更 

精确的音乐术语和社会术语，这些术语不仅明确地界定了这些层次，而 

且也阐明了这两个音乐领域的全部背景。

要想弄清楚这一点，其合理的方法是对音乐生产中形成的这种划分 

和两个主要领域的根源做历史分析。然而，由于目前的研究关注的是流 

行音乐在现阶段的实际功能，所以遵循今天所给出的有关这种现象本身 1

[1] «论流行音乐》 (“On Popular Music”）发表于 1941年 《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杂志的传播

卷中，是阿多诺流亡美国期间用英语写就的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窣之一，当时，乔治 •辛普森 (George 

Sim pson)博士担任阿多诺的助手，在英文写作等方面对他多有帮助。阿多诺曾经说过：“从 1938年 

至 1SM0 年，即在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中进行音乐研究期间，我通过与辛普森合作，完成了四篇较 

长的研究•没有他的帮助，这些研究也许就不会存在。”（参见本书中《在美国的学术经历》一 文 ） 

本文译自 Tlieodor W. Adorno, _Essa/s on Musfc, trans. Susan H. Gillespiej Berke丨ey: University o f  California 

PressJOOlpp^437-469, 该书的选编和注释均出自理查德•莱帕特（RichwdLcppert〉之手。他 在 《论 

流行音乐》的第一个注释中写道：此文由阿多诺用英语写就。他的标点符号俩尔会出错，尤其是会  

把逗号放错位S , 让读者感到困惑或扭曲了文意（我已经改正了这方面的错误。在许多地方我也按 

惯 例 （特别是在有可能弓I发误读的地方）插人了p 号。与阿多诺用英语写就的其他文章一样，他喜 

欢把逗号和破折号放到一起使用。我保留了最符合语境的标点•特别是在此文中，阿多诺经常没必 

要地使用连字符（如 “name-brands” “song-hit" “mde-mark” 等等），我已删掉了这些连宇  

符。最终，我也把他偶尔使用的英式拼写或不标准的拼写改成了美式拼写，一 汉译注暨英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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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描述路径比追溯其起源更为可取。这种研究方法更为合理，是因 

为早在美国流行音乐出现之前，欧洲就有了对这两个音乐领域的划分。 

美国音乐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这种事先给定的划分，因而这种划分的历史 

背景只是间接地适用于它。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去探 

究流行音乐的基本特征。

流行音乐的基本特征是标准化（standardization) ⑴，只有密切关注这 

一特征，才可以对严肃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关系形成一个明确判断。流行 

音乐的全部结构都是标准化的，甚至连防止标准化的尝试本身也标准化 

了。从最一般的特征到最特殊的个性，标准化可以说无处不在。最著名 

的规则是副歌（choms) 由32小节组成，其音域限制在一个八度和一个 

音调之内。流行歌曲的一般类型也标准化了 ：不仅是舞蹈类歌曲，其模 

式的刻板僵硬还可以理解，而且还有一些“特色”类歌曲如母亲歌、家 

處歌、废话歌或曰“新潮”歌 （“novelty' songs)、伪儿歌、为迷途少女 

所作的挽歌轻唱。其中最重要的是，每首歌的和声基础—— 每一部分的 

开头和结尾—— 都必须敲击出标准的节奏。这一节奏强调最原始的和声 

事实而不管有什么其他和声干预其中。复杂的结构是不会造成什么后果 

的。这一铁面无私的设计确保无论出现什么差错，歌曲都将回到相同而 

熟悉的经验上，完完全全的新东西则不会被介绍进来。

[ 1 ] 标准化的基本重要性并未完全逃过当前流行音乐文献的注意. “流行歌曲与标准或严肃歌 

曲—— 如 《曼 德 ‘Mamkhy* )、《西 尔 维 ®  ( 'Sylvia’）或 《树》 ( ‘Trees’）—— 的主要区 

别 在 于 ，前者的旋律和歌词是在确定的模式或结构形式中被构速起来的，而后者的韵词或歌词则没 

有结 构 上 的 限 制 ，并且乐曲可以自由诠释歌词的含义和感觉，而不谣要3 循固定的棋式或形式•换  

言 之 ，流 行 歌 曲 是 ‘定制的 ’ （ custom built) , 而标准歌曲则允许曲作者更自由地发挥想象力并展开 

解释。” [Abner Silver and Robert BruKj How to WKk  and Self a Song H/r (New York; Premice Hall, 1939)， jx 21 

但 是 ，这两位作者未能意识到这些模式从外部 s 加的商业特征，这种特征旨在引导反应，或者用某 

一特定广播节目定期播报的语言来说，旨 在 “轻松收听" （eaSjr!iSKnkg)= 他们把机械模式和高度组 

织化的严格的艺术形式混为一谈：“当然，诗歌中很少有比十四行诗更严格的诗体形式，然而，史上 

最伟大的诗人已经在它狭小而有限的框架中编织出了永恒的美。曲作者在流行歌曲中展示其才华和 

天才的机会与在更严肃的音乐中一样多。”（pp. 2-3)因此，在 他 们 #来 ，流行音乐的标准换式实际 

上与 I t 格 曲 （fcguc) 法则处于同一层次。正 ® 这种污染使得对流行音乐基本的标准化的考察变得« 

无 意 义 •>需要补充的楚，西尔弗和布 ©斯所说的•'标准歌曲 ” （ shmdard song) 与我们所说的标准化 

的 流 行 歌 曲 （ standardized popular song) 恰好相反，----原注



378 I 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论笔选

细节本身的标准化程度并不亚于形式，而且有一整套的术语因其细 

节应运而生，如华彩过门（break) [|]、蓝调和弦（bluechords)、_下流音符 

(dkty notes)。不过细节的标准化与框架的标准化有些不同。它并不像后 

者那样公开，而是隐藏在个性化“效果”的表面之下，效果的诀窍则是掌 

握在专家手中的秘密，无论这个秘密对一般音乐人来说多么公开。这种 

整体与部分的标准化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为作用于听众提供了一个粗略且 

初步的场景。 .

这种框架和细节之间的关系的主要效果是，听众容易对部分而不 

是对整体表现出更强的反应。他对整体的把握与他所跟唱歌曲的具体而 

鲜活的音乐体验无关。甚至在音乐的实际经验开始之前，整体就已被预 

先给定和预先接受了，因此，它不太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细节的反 

应，除了给予它们不同程度的强调。在音乐框架中占据战略位置的细 

节—— 副歌的开头或它在间奏之后的重新进入一比其他位置的细节（如 

间奏的中间小节）有更好的机会获得认可和好评。但是这种情境关联从 

来不会干扰设计本身。在这种有限情境的范围内，细节取决于整体。但 

是，整体从来没有被强调成一个音乐事件（musical event)，整体的结构也 

从来没有依赖于细节。

为了便于比较，严肃音乐可以这样描述： '

每一个细节都从作品的具体的整体性中获得其音乐意义，反过来， 

乐曲的整体又由细节的生命关系组成，而不仅仅是执行音乐方案。例 

如，在贝多芬第七交响乐第一乐章的序曲中，第二主题（C 大调）只有 

在前后关系（context) 中才能获得其真正的意义。只有通过整体，它才 

获得了其独特的具有抒情性和表现力的品质—— 也就是说，一个由它与 

第一个主题的固定旋律（cantus fcnus) 特征之间的鲜明对比而形成的整 1

[1] break作为爵士乐术语，是指音乐主旋律暂时退下，只剩鼓和贝斯做些变化较大的节奏转 

折，然后进入下一段。其意思很接近于玩音乐的人都知道的一个名词一 过门。它在音乐词典中被 

解释如下：“爵士乐的一个术语，指一种华彩段（cadenza) 式的即兴独奏乐段。”[英 ]迈克尔 •肯尼  

迪、[英】乔伊斯•布尔恩编：《牛津简明音乐词典（第四版）》，唐其竞等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 

社 2002年版，第 155页。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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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如果孤立地看待第二主题，它就会显得无足轻重。另一个例子是贝 

多 芬 的 《热情奏鸣曲》（4 ppassfo/ja£a) ,在第一乐章持续音（pedal point) 

的 再 现 部 （recapitulatkm) 的开始处可以发现其秘密。紧随先前的爆发， 

它的戏剧化冲击力达到极致。如果省略呈示部（exposition) 和展开部 

(development) 并以这种重复开始，那么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在流行音乐中则不会发生类似事情。无论从前后关系中抽取什么细 

节 ，也不会影响音乐的感觉；听者可以自动提供“框架”（framework) , 因 

为这只不过是音乐本身的一种自动作用。副歌的开头可以被其他无数副歌 

的开头所取代。各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或元素与整体的关系将不受影响。 

在贝多芬那里，和弦位置（position) 仅在具体的整体性与其具体的部分之 

间活生生的关系中才显得重要。而在流行音乐中，和弦位置是绝对的。每 

个细节都可以被替换 t 它只是作为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而发挥作用的。

仅仅建立这种区分还不够充分。反对的意见可能是，流行音乐影响 

深远的标准方案和类型与舞曲密切相关，因此也适用于严肃音乐中舞曲 

的派生物，例如，古典维也纳学派的小步舞曲和谐谑曲。还可以坚持认 

为 ，严肃音乐的这一部分也应该从细节而不是整体来理解，或者是，如 

果整体在严肃音乐的舞曲类型中仍然可以被感知（尽管这些类型已反复出 

现 ），那么它在现代流行音乐中就没有理由不该被感知。

通过呈现即便在严肃音乐采用舞曲类型时也依然存在着根本差异， 

接下来的思考将为这两种反对意见提供答案。根据目前形式主义的观 

点 ，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的谐谑曲可以被视为高度程式化的小步舞曲。在 

这一谐谑曲中，贝多芬从传统的小步舞曲体系中获取的是小调小步舞 

曲、大调三重奏以及对小调小步舞曲的重复之间的鲜明对比；还有一些 

其他的特点，比如对四分之三节奏的强调通常在第一个四分之一处加 

强 ，大体而言，在小节和乐段的序列中保持舞曲般的对称。但是，作为 

—个具体的整体，这一乐章特定的形式理念（f〇rm_idea) 对于从小步舞曲 

体系中借鉴的手段进行了重估。整个乐章被认为是结尾的序曲，以便制 

造巨大的张力，不仅是通过其威胁的、不祥的表达，而且更多是通过对 

其形式展开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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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小步舞曲体系首先需要出现主旋律，然后引人第二声部，这可 

能会通向更遥远的调性区域—— 在形式上肯定与当今流行音乐的“间奏” 

(bridge) 相似一最后是原声部的重现。这一切都发生在贝多芬身上。他 

在谐谑曲部分釆用了主题二元论的观点。但他在传统的小步舞曲中迫使 

—个无声的、无意义的游戏规则有意义地说话。他在形式结构和具体内 

容之间，也就是在对其主题的阐述上，达到了完全的一致。这个谐谑曲 

的整个谐谑部分（也就是说，在标志着三重奏开始的C 大调深沉的弦乐 

进人之前发生的事情）由两个主题的二重性组成：弦乐中迟缓的音乐形象 

和管乐器中“客观的”石头般的回答。这种二重性并不是以一种程式化的 

方式展开的，即首先是对弦乐乐句进行阐述，接着是管乐的回答，然后 

是机械地重复弦乐的主题。当第二主题第一次出现在圆号中之后，两个 

基本元素以对话的方式交替着相互关联，而谐谑曲部分的结尾实际上是 

以压倒第一■乐句的第二主题而不是由第一主题为标志的。

此外，在三重奏之后，谐壚曲的重复的配乐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它 

听起来就像是谐谑曲的影子，并且有着萦绕不去的特性，这种特性只有 

在终曲主题肯定性地进人时才会消失。整个设计都是充满活力的。不仅 

是主题，而且音乐形式本身也屈从于张力：同样的张力已经体现在第一 

主题的双重结构中，即提问和回答，然后在两个主题之间的前后关系中 

表现得更加明显。整个体系已经受制于这个特定乐章的内在要求。

总结一下严肃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区别：在贝多芬和通常优秀的严 

肃音乐中—— 这里我们不讨论糟糕的严肃音乐，因为它们可能像流行音 

乐一样僵硬机械—— 细节实际上包含了整体，并导致了整体的展示，同 

时，它又是从整体的概念中产生的。在流行音乐中，这种关系是偶然 

的，细节与整体无关，整体表现为一个不相关的框架。因此，整体永远 

不会被个别事件所改变，因而它在整首乐曲中始终保持着超然、不受干 

扰、不被注意的状态。与此同时，细节被它永远无法影响和更改的设计 

弄得缺胳膊少腿了，所以细节仍然是无关紧要的。一个不被允许展开的 

音乐细节变成了对其自身潜力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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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

上述讨论表明，流行音乐和严肃音乐之间的区分可以用更精确的术 

语 来 把 握 ，而 不 是 用 “低俗与高雅” （ lowbrow and highbrow)、“简单与 

复杂”“天真与世故”之类的音乐级别来衡量。例如，两个领域之间的差 

异不能用复杂和简单来充分表达。从节奏上看，早期维也纳古典主义的 

所有作品在节奏上无一例外都比爵士乐的常规编配更为简单。从旋律上 

看 ，《深紫》和 《日出小夜曲》W等热门歌曲的宽音程（wideintervals) 本 

身就比例如海顿的大多数旋律更难把握，海顿的大部分旋律主要由主三

和弦和第二音阶组成。在和声方面，所谓的经典作品提供的和弦总是比 

目前任何锡盘巷121作曲家掌握的和弦都要有限，而后者是从德彪西、拉威 

尔 H甚至更晚近的作品中汲取创作灵感的。标准化和非标准化是这种差异 

的关键对比术语。 ’

_构上的标准化旨在实现标准化的反应。听流行音乐不但要受到其 

推动者的操纵，•而且也可以说要受到这种音乐本身固有性质的控制，被 

控制成一种与自由开明的社会中个体理想完全相对立的反应机制系统。 

这与简单和复杂无关。在严肃音乐中，每一个音乐元素（哪怕是最简单 1 2 3

[1] (1) «深紫》（“D eepPurple”, 1934),彼 得 .德 •罗 斯 （P oetD eR ose) 作曲，米切尔•帕 

里 什 （M itc h e ll P arish) 作词 i 它最初是由保罗 .怀特曼（Paul W hitn m n) 在电台演奏的一首器乐曲 

而 流 行 起 来 的 •歌 词 填 写 于 1»9年 ，⑵ 《日出小夜曲》（“SunriSeSerenade’’, 1938),弗兰基•卡尔 

(F ra n k ie  C a rie〉作曲，杰 克 .劳伦斯 （Jack Lawrence) 作词，它虽然由格伦•格雷（Glen Gra)’）和卡 

萨罗马乐团 （Casa Lotna O rchestra)推出，但仍是格伦.米勒 (G lenn M illa r)与其乐队的主打曲目。——  

英编注

[ 2 ]  锡 盘 巷 （Tin Pan Alley) ,原指纽约音乐出版业的集中地•该说法诞生于19世纪末，当时 

在美国纽约的2 8西街上，云集着许多流行音乐出版商的办公室。一天，《纽约时报》记者罗森菲尔 

去采访作曲家梯尔泽的音乐出版社时听到人在弹钢琴，因钢琴陈旧，声音刺耳，听起来如同几个锡 

盘在逋击。于是他在报道中把这种音乐称为“锡盘乐”，把这条街叫作“锡盘巷”。从此，这— “雅 

号”不腔而走后该词的含义也在逐渐扩大，不仅指音乐出版商聚焦的部西街，也指美国流行音乐 

发展的一个时期。在此时期，曲作者发展了一套新的方法来写作、出版歌曲，使之在公众中广泛流 

传 .—— 汉译注

[3] 莫里斯 •拉威尔 （ Maurice Ravel, 1S75-1937),法国著名作曲家，印象派作曲家S 杰出的 

代表之一•其代表作有歌剧《达芙妮与克罗埃》、芭2；舞剧《鹅妈妈》、小提琴曲《茨冈》和管弦乐 

曲《波莱罗舞曲》等。此外，因他将秒索尔斯基的钢琴独奏曲《图画展览会》改编为同名管弦乐组曲， 

使得此曲广为流传.——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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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 是 “它本身”，而且作品的组织性越高，细节之间替换的可能性就 

越小。然而，在流行音乐中，乐曲背后的结构却是抽象的，独立于音乐 

的具体过程而存在。这便是为何人们会有这样的错觉：某些复杂的和声 

在流行音乐中比在严肃音乐中更容易理解。因为在流行音乐中，复杂的 

东西从来没有行使“它本身”的功能，而只是作为一种伪装或修饰，藏在 

其身后的方案往往是可以被察觉的。在爵士乐中，业余听众能够将复杂 

的节奏或和声配置替换为它们所代表的程式化配置，而且无论它们看起 

来多么冒险，它们仍然暗示着这些程式化配置。耳朵在处理流行音乐的 

困难时所用的方式，是从对模式的知识中获得少量替换。听众在面对•复 

杂的和声时，实际上听到的只是它所代表的简单和声，并把复杂和声看 

作是对简单和声的滑稽模仿和变相扭曲。

在严肃音乐中，则不可能有这种刻板模式的机械替代。在它这里，即 

使是最简单的事件，也需要我们立马努力去掌握它，而不是根据只能产生 

陈规式效果的陈规式处方（ institutionalized prescriptions) 含糊地总结它。否 

则，音乐就不能被“理解'迨流行音乐的创作方式却是这样的：将独特性 

转化为规范的过程已被亊先计划好，并且某种程度上已在作曲中实现了。

作曲在为听众而听。流行音乐就这样剥夺了听众的自发性而促进了 

条件反射 （ conditioned reflexes)。它不仅不需要听众努力去追随其具体的 

音乐流，而且实际上还给了听众许多模板。在这些模板下，任何依然存 

在的具体之物都可以被囊括进来。程式化的组构规定了他必须如此听的 

方式，同时，它也使倾听方面的任何努力都变得多此一举。流行音乐是 

“预先消化过的”（predigested)，其方式与对印刷材料的“文摘”热 （ the 

fad of “digests” 非常相似。归根结底，正是当代流行音乐的这种结构， 

在最后的分析中解释了我们稍后将要讨论的聆听习惯的变化。

到目前为止，流行音乐的标准化一直是从结构的角度来考虑的——  

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内在性质，而没有明确提及生产过程或标准化的根 1

[1] “digest”既 有 “文摘”又 有 “消化”之意，再结合前面的用词 “predigested”，阿多诺这

里实际上是一语双关，在玩文字游戏。——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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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因。虽然所有工业化的批量生产 （mass production) 必然都会走向标 

准化，但流行音乐的生产只有在推广和发行方面才能被称为“工业化”， 

而其生产行为仍停留在手工业阶段。流行音乐的生产在其经济组织中高 

度集中，但在其社会生产方式上仍然是“个人主义”的。作曲者、配器 

者 （harmonizer) 和编曲者之间的劳动分工并不是工业化的，而是假装工 

业化，以使其看起来更现代（up-to-date)，而实际上它的推广技术已经适 

应了工业化的方法。假如流行歌曲各类曲调的作曲者不去遵循某些标准 

模 式 ，它就不会增加制作成本。因此，我们必须寻找结构标准化的其他 

原因—— 与汽车和早餐食品标准化之因截然不同的原因。

模 仿 （imitation) 为我们把握标准化的根本原因提供了线索。流行音 

乐的音乐标准最初是通过竞争过程发展起来的。当一首特别的歌曲获得 

巨大的成功之后，数百首模仿之作便蜂拥而出。最成功的歌曲、类型、 

音乐元素之间的“比例搭配”都成了模仿的对象，此过程在把某种标准的 

具 体 化 （crystallization) 中达到高潮。在当今存在的集中化的情况下，这 

些标准已被“冻结” (frozen)沪就是说，它们已被卡特尔化的机构(cartelized 

agencies) —— 竞争过程的最终结果—— 所接管，以及被严格地用于需要 

推广的材料上。不遵守这种游戏规则就成为受排斥的依据。现在已经标 

准化了的原始模式或多或少就是以这种竞争的方式演变而来的。大规模 

的经济集中造成了标准的制度化，并使它成为势在必行的东西。结果， 

出自粗犷的个人主义者的创新被取缔。标准的模式被赋予一种大人物般

的豁免权----“国王不会做错事” （ the King can do no wrong)。这也可以

解释流行音乐复兴的成因。它们不具有按照给定模式生产标准化产品的 

陈旧特性。自由竞争的气息依然在它们那里荡漾。另一方面，复兴的著 

名老歌确定了已经标准化的模式。它们代表着游戏规则的黄金时代。

这种标准的“冻结”是社会对这些机构本身的强制要求。流行音乐必 

须同时满足两个要求 。 一 种是诱发听众注意的刺激物。另一种是音乐材 * 8

[1] SeeMaxHotkhdmer/TDieJudenundEuropa/’ H^fcicA^E^OUZa.ttdiif/j/iirSoz/aW brsdnii^

8 nos. 1-2 (1939), p. 115.——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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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要属于未受过音乐训练的听众所称的“自然而然的”音乐范畴。所谓“自 

然而然的”音乐，是指音乐中他所习惯的、他认为是音乐本身固有的简 

单语言的所有惯例和素材配方的总和，而不管形成这种自然语言的发展 

出现得有多晚。对于美国听众来说，这种自然语言源于其最早的音乐经 

验，如儿歌、他在主日学校 （ Sunday school) 唱的赞美诗、他放学回家路 

上用口哨吹出的小调。在音乐语言的形成过程中，所有这些都比他能否 

把勃拉姆斯第三交响曲和第二交响曲的开头区分开来的能力重要得多^ 

在很大程度上，官方的音乐文化只是这种基本的音乐语言的上层建筑， 

即大调、小调以及它所暗示的所有的调性关系。但是这些原始音乐语言 

的调性关系为不符合它们的任何东西设置了障碍。放肆之举(extravagances) 

只有在能够被重新塑造成这种所谓的自然语言时才可以被容忍。

就消费者需求而言，流行音乐的标准化只不过是大众音乐心态强加 

给它的双重渴求（desiderata) 的表达—— 它要以某种方式偏离既定的“自 

然”而具有“刺激性”，并且它要保持自然对这种偏离的至上地位。观众 

对自然语言的态度通过标准化生产得到加强，这种生产使原本可能来自 

公众的渴求制度化了。

伪个性化

刺激性和自然性所形成的渴求悖论解释了标准化本身的双重特性。 

永远相同的框架上的程式化只是标准化的一个方面。我们文化中的集中 

和控制就隐藏在它们的表现形式中。如果不加隐藏就会引起抵抗。因 

此，幻想，以及某种程度上即便是个人成就的现实也必须被维持。这种 

维持基于物质现实本身，因为虽然对生活过程的行政控制是集中的，但 

所有权仍然是分散的。

流行音乐所属的奢侈品生产领域并不直接涉及生活必需品，同时， 

个人主义的残余以“品味”和 “自由选择”等意识形态的范畴形式最为活 

跃，于是把标准化隐藏起来就变得势在必行。音乐批量生产的“落后状 

态”（backwardness) , 以及它还停留在手工业阶段而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 

工业水准，这一事实从文化大企业 （ cultural big business) 的视点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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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完全吻合了那种必不可少的必要性。如果流行音乐中个别的手工艺 

元素被完全废除，那么就必须发展出一种隐藏标准化的综合手段。个别 

的手工艺元素甚至现在也依然是存在的。

音乐标准化的必然关联物是伪个性化（pseudo-iod/vjyuaazatf’ofl)。所 

谓 伪 个 化 ，我们指的是在标准化本身的基础上，赋予文化的批量生产 

以自由选择或开放市场的光环。可以说，热门歌曲的标准化，其管束消 

费者的办法是为他们听歌；而在伪个性化这里，它拿住听众的手法是让 

他们忘记自己所听之歌已经为他们所听过，或已“颈先消化过”了。

所 谓 的 “即兴创作”（improvisations) 大概就是个体化特征标准化的 

最极端例子。尽管爵士音乐家仍在实践中即兴创作，但他们的表演已变 

得 如 此 “规范化”（normalized)，以至于可以开发出一整套术语来表达个 

14化的标准手段：这些术语反过来被爵士宣传代理商大吹大擂，以培育 

先锋手艺的神话，同时通过表面上让乐迷们一窥幕后风景，了解内部故 

事 ，从而讨好他们。这种伪个性化是由框架的标准化规定的。后者是如 

此死板，以至于它所允许的任何形式的即兴创作的自由都受到了严格限 

制。 即兴创作—— 允许个人自发行动的乐段（如 《摇摆起来，小子们》

[ “ Sw ing it boys” ] ) ------被限制在和声和度量方案 （ metric scheme) 的围

墙里。在很多情况下，例如前摇摆爵士乐（pre-swing jazz) 时期的“华彩 

过门”，即兴细节的音乐功能完全是由方案决定的：华彩过门只能是一种 

伪装的节奏。因此，由于必须要在旋律上限制相同的基本的和声功能， 

真正的即兴创作几无可能。既然这些可能性很快就被消耗殆尽，那么对 

即兴细节的刻板印象也就迅速出现。因此，规范的标准化以一种纯技术 

的方式强化了其自身偏差的标准化一 ^个性化。

即兴创作对标准化的服从解释了流行音乐的两个主要社会心理特 

征。其一是细节与基本的方案保持着公开联系，这样听众总是有安全 

感 。个变化的选择余地是如此之小，以至于相同变化的不断重复是它 

们背后一个令人放心的同一性路标。其二是“替代”（substitution) 的 

功能—— 即兴演奏的特点决定了其本身不能被理解为音乐事件。它们只 

能被当作装饰品来接受。众所周知，在大胆的爵士乐编曲中，焦虑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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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ried notes)、下流音符，换言之也就是虚假音符 （ false n o t e s )发挥着 

显著作用。它们被感知为令人兴奋的刺激，只是因为它们被耳朵纠正到 

了正确的音符那里。然而，这只是流行音乐所有个性化中出现的不那么 

明显的一个极端例子。任何和声的胆大妄为，任何不能被严格归入最简 

单的和声方案的和弦，都理应被感知为“虚假的”，也就是说，作为一种 

带有明确规定性的刺激物，需要被正确的细节，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赤 

裸裸的方案所代替。理解流行音乐就意味着要服从这样的聆听指令。流 

行音乐对它自己的倾听习惯令行禁止。

根据流行音乐的种类和知名乐队的差异，还有另一种类型的个性 

化。流行音乐的类型在制作中被仔细区分，听者则被假定能够在它们之 

间进行选择。最广泛认可的区别是摇摆乐和甜派乐（sweet) , 以及像本 

尼 •古德曼 （Benny Goodman) 和盖伊•隆巴多 （ Guy Lombardo) 这样的 

知名乐队之间的区别。听众很快就能分辨出音乐的类型，甚至是表演乐 

队的类型，尽管除了他们强调的区别性商标之外，音乐材料根本上是相 

同的，演出也非常相似。就音乐和乐队类型而言，这种贴标签技术便是 

伪个性化，但属于严格音乐技术领域之外的社会学类型。它为区分实际 

上无法区分的东西提供了辨识的商标。

流行音乐变成了多项选择问卷。有两种主要类型及其衍生产品可供 

选择。听众被这些来势汹汹的存在类型所鼓励，在心理上划掉他不喜欢 

的，在他喜欢的上面打钩。这种选择所固有的局限性以及它所带来的明 

确的二选一方案会刺激出“喜欢-不喜欢”的行为模式。这种机械的二分 

法消除了漠不关心；如果人们还想继续听流行音乐，就必须非此即彼： 

要么偏爱甜派乐，要么喜欢摇摆乐。

二、音乐材料的呈现

最低要求

音乐材料的结构需要一种属于自己的技术，以此来将自己推行。这 

个过程可以大致定义为“大肆宣传”（plugging)。狭义的“大肆宣传”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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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是指为了“成功”而不断重复某首特定的歌曲。我们这里在广义上使用 

它，意指音乐材料的创作与改编的内在过程的延续。可以说，大肆宣传 

通过关闭逃离永远平等（ever-equal) 的通道，意在破除对音乐上永远平等 

或相同的抵制。它使听众为不可避免之事而欣喜若狂。这样，它就导致 

了f顷听习惯本身的制度化和标准化。听众如此习惯于相同之事的重复出 

现，以至于他们会自动做出反应。材料的标准化需要一个外部的宣传机 

制，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半斤八两，彼此彼此，以致宣传之事所强调的 

呈现，必须取代材料中真正个性的缺乏。具有正常音乐智商的听众在第 

—次 听 到 《帕西法尔》的孔德丽母题 （Kundry motif) 111时，很可能在它 

再次演奏时会辨认出来，因为它是不会被搞错的，而且不能与其他任何 

东西交换。如果同一位听众面对的是一首普通的热门歌曲，他将无法把 

它与其他歌曲区分开来，除非它被重复多次而被迫被他记住。它被重复 

赋予了一种心理上的重要性，而若非通过重复它根本不可能有这种重要 

'注。因此，大肆宣传是标准化的必然补充。 W

只要材料满足某种最低限度的要求，任何给定的歌曲都可以被大肆 

宣传并获得成功，假如出版社、乐队、电台和电影公司之间有足够合作 

[tie-u p, 原文如此]的话。最重要的是以下要求：要宣传，一首流行歌曲 

必须至少具有一个可以区别于任何其他歌曲的特征，但也要同时具有所 

有其他歌曲的完完全全的常规性和琐碎性。判断一首歌曲是否值得宣传 

推广的实际标准是矛盾的。出版商想要的是一曲与当前所有其他流行歌 

曲基本相同的音乐，但同时这曲音乐又得与它们根本不同。只有在相同 

的‘情况下，它才有机会自动出售而无须客户费劲操心，才有机会将自己 

作为一个音乐习俗呈现出来。只有当它与众不同时，它才能区别于其他 

歌曲一 ~这是它被记住并因此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1 2

[ 1 ]  《帕西法尔》（Rm沿i ) 是德国作曲家理查德. 瓦格纳创怍的最后一部歌剧作品，也是该 

作品里男主角的名字# 孔德丽是该剧中的妖女，一 汉译注

[ 2 ]  由于邓肯 • 麦克道格尔德（ Duncan MacDcmgald) 的研究已经对美国流行音乐舞台的大肆 

宣传机制的实际运作方式进行了详细描述[‘"The Popular Music Industry,”  in办 咖 19奶, ed. Paul 

F- Lazarsfeld and Frank N. Stanton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41)，pf>. 65-109】，本研究仅限于在 

材料运用的一些更一般的方面进行理论探讨。一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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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双重渴求是无法实现的。在实际发行和大肆宣传的歌曲 

中，人们通常会找到某种折中方案。一些大体上相同的东西，只用一个 

单独的商标，使其看起来仿佛是原创之物。区别的特征不一定就必然是 

旋律111，但可以包括不规则韵律 （metrical irregularities)、特定的和弦或特 

定的音色。

魅力

大肆宣传的另一个要求是声音的丰富性和圆润度（roundness)。这一 

要求涉及整个宣传机制中的特征，该特征与商业广告以及娱乐商业化密 

切相关。它也尤其代表了标准化和伪个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音乐的魅力是这样表现出来的：歌曲编排中的无数乐段似乎都传达 

了 “我们在现演” （ now we present) 的态度。每当米高梅的怒吼之獅张开 

它威严的血盆大口时，伴随着它的音乐盛况就像在无线电波中听到了一 

种并非狮子所发出的音乐魅力。

乐观地说，“魅力思想”（glamor-mindedness) 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成功 

故事的心a 构建，在这个故事中，勤劳的美国定居者战胜了冷酷无情的 

自然，而自然最终也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财富。然而，在一个不再有边疆 

的世界里，魅力的问题并不能被认为是容易解决的。魅力被做成了针对 

平民百姓的永恒征服者之歌；在生活中从不被允许征服的人也会在魅力 

中去征服。这种胜利实际上是商人自封的胜利，他宣布将以更低的价格 

提供同样的产品。

[ 1 ] 至于旋律概念，技术分析必须对任何听众反应接受的表面价值增加某种保留意见。？庇 

行音乐听众主要谈论旋律和节奏，有时谈论乐器，和声和形式则很少谈论或从不谈论。然而，在 

流行音乐的标准方案中，在音乐的水平维度上发展起来的独立线 （ independent line) 这个意义上， 

旋律本身绝不是自主的•相反，旋律是和声的一种功能。流行音乐中的所谓旋律通常是华丽曲 

(arabesques) ,它取决于和声的顺序•在听者看来主要是旋律的东西，实际上是基本的和声，它的旋  

律结构只是一个衍生品.

准确研究外行人所谓的旋律是很有价值的。它可能是在八小节乐段的框架内，由简单易慨的和 

声功能相互联系的一系列音调。外行对旋律的理解与旋律严格的音乐内涵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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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魅力作用的条件与边疆生活的条件完全不同。它们适用于劳动 

的机械化和大众的工作生活。无 聊 （boredom) 已经变得如此之大，以至 

于只有最鲜艳的颜色才有机会摆脱普遍的单调。然而，正是这些暴力的 

颜色见证了机械和工业生产本身的无所不能。没有什么比在商店、电影 

院和餐馆前随处可见的粉红色霓虹灯更落套的（stereotyped) 东西了。通 

过散发魅力，它们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但是，它们作为克服单调现实 

的手段比现实本身更单调。那些以实现魅力为目的的活动比它试图魅力 

化的活动更为统一。如果它本身真有吸引力，它就不会有比一个真正原 

创的流行作曲更多的支持手段。它想要违反的是假定不相同事物的相同 

法则 。“魅力四射”（glamorous) 这个词是指那些散发着光亮，因而与众 

不同的面孔、颜色和声音。但是所有的魅力女孩 （glamor girls) 看起来都 

差不多一样，而流行音乐的魅力效果也彼此相当。

如 果 谈 及 “魅力”这一先锋的性格，那么它是一种功能的重叠和改 

变 ，而并非过去天真的残存。可以肯定的是，魅力的世界是一场表演， 

类也I于射击场，类似于马戏团耀眼的灯光和震耳欲聋的铜管乐队。因 

It匕，魅力的功能最初可能与一种广告联系在一起，这种广告试图在一个 

尚未完全被市场渗透的社会环境中人为地努力形成种种需求。如今的后 

竞争式资本主义（post-competitive capitalism) 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了尚不 

成熟的经济手段。因此，魅力在广播中具有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复 

兴 的 质 ，好比是马戏团里的揽客者以今天电台里的揽客者姿态复兴， 

他恳求他看不见的观众不要忘记品尝商品，其语调则唤起了超出商品满 

足能力的希望。所有的魅力都与某种阴谋诡计联系在一起。听众最容易 

被流行音乐所迷惑的莫过于其魅力四射的乐段。手舞足蹈与欢声笑语表 

达了对音乐本身胜利的感恩—— 这是一种通过鼓动听众沉浸在狂喜之中 

而对•其自身成就进行的自我颂扬，以及通过推广一项重大事件而对自己 

与该机构宗旨的认同进行的自我颂扬。然而，由于这一事件并未发生在 

自己的庆祝之外，所以由音乐贡献的胜利的感恩就是一种自我背叛。它 

很可能会让听众不自觉地感受到这一点，就像孩子讨厌大人夸他送给自 

己的礼物时说的那些话，因为那些话孩子觉得自己才有特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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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双重渴求是无法实现的。在实际发行和大肆宣传的歌曲 

中，人们通常会找到某种折中方案。一些大体上相同的东西，只用一个 

单独的商标，使其看起来仿佛是原创之物。区别的特征不一定就必然是 

旋律 ln, 但可以包括不规则韵律（ metrical irregularities)、特定的和弦或特 

定的音色。

魅力

大肆宣传的另一个要求是声音的丰富性和圆润度（roundness)。这一 

要求涉及整个宣传机制中的特征，该特征与商业广告以及娱乐商业化密 

切相关。它也尤其代表了标准化和伪个性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音乐的魅力是这样表现出来的：歌曲编排中的无数乐段似乎都传达 

了 “我们在现演” （now We present) 的态度。每当米高梅的怒吼之狮张开 

它威严的血盆大口时，伴随着它的音乐盛况就像在无线电波中听到了一 

种并非狮子所发出的音乐魅力。

乐观地说，“魅力思想”（glamor-mindedness) 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成功 

故事的心理构建，在这个故事中，勤劳的美国定居者战胜了冷酷无情的 

自然，而自然最终也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财富。然而，在一个不再有边疆 

的世界里，魅力的问题并不能被认为是容易解决的。魅力被做成了针对 

平民百姓的永恒征服者之歌；在生活中从不被允许征服的人也会在魅力 

中去征服。这种胜利实际上是商人自封的胜利，他宣布将以更低的价格 

提供同样的产品。

m 至于旋律概念，技术分析必须对任何听众反应接受的表面价值增加某种保留意见。流 

行音乐听众主要谈论旋律和节奏，有时谈论乐器，和声和形式则很少谈论或从不谈论。然而，在 

流行音乐的标准方案中，在音乐的水平维度上发展起来的独立线 （ indepemkm line) 这个意义上， 

旋律本身绝不是自主的•相反，旋律是和声的一种功能。流行音乐中的所谓旋律通常是华丽曲 

(arab« qUes) , 它取决于和声的顺序。在听者看来主要是旋律的东西，实际上是基本的和声，它的旋 

律结构只是一个衍生品.

准确研究外行人所谓的旋律是很有价值的。它可能是在八小节乐段的框架内，由简单易馑的和 

声功能相互联系的一系列音调•外行对旋律的理解与旋律严格的音乐内涵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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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魅力作用的条件与边疆生活的条件完全不同。它们适用于劳动 

的机械化和大众的工作生活。无 聊 （boredom) 已经变得如此之大，以至 

于只有最鲜艳的颜色才有机会摆脱普遍的单调。然而，正是这些暴力的 

颜色见证了机械和工业生产本身的无所不能。没有什么比在商店、电影 

院和餐馆前随处可见的粉红色霓虹灯更落套的（stereotyped) 东西了。通 

过散发魅力，它们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但是，它们作为克服单调现实 

的手段比现实本身更单调。那些以实现魅力为目的的活动比它试图魅力 

化的活动更为统一。如果它本身真有吸引力，它就不会有比一个真正原 

创的流行作曲更多的支持手段。它想要违反的是假定不相同事物的相同 

法则^ “魅力四射”（glamorous) 这个词是指那些散发着光亮，因而与众 

不同的面孔、颜色和声音。但是所有的魅力女孩 （glamor girls) 看起来都 

差不多一■样，而流行音乐的魅力效果也彼此相当。

如 果 谈 及 “魅力”这一先锋的性格，那么它是一种功能的重叠和改 

变 ，而并非过去天真的残存。可以肯定的是，魅力的世界是一场表演， 

类似于射击场，类似于马戏团耀眼的灯光和震耳欲聋的铜管乐队。因 

it匕，魅力的功能最初可能与一种广告联系在一起，这种广告试图在一个 

尚未完全被市场渗透的社会环境中人为地努力形成种种需求。如今的后 

竞争式资本主义（post-competitive capitalism) 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了尚不 

成熟的经济手段。因此，魅力在广播中具有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复 

兴的性质，好比是马戏团里的揽客者以今天电台里的揽客者姿态复兴， 

他恳求他看不见的观众不要忘记品尝商品，其语调则唤起了超出商品满 

足能力的希望。所有的魅力都与某种阴谋诡计联系在一起。听众最容易 

被流行音乐所迷惑的莫过于其魅力四射的乐段。手舞足蹈与欢声笑语表 

达了 音乐本身胜利的感恩一~这是一种通过鼓动听众沉浸在狂喜之中 

而对•其自身成就进行的自我颂扬，以及通过推广一项重大事件而对自己 

与该机构宗旨的认同进行的自我颂扬。然而，由于这一事件并未发生在 

自己的庆祝之外，所以由音乐贡献的胜利的感恩就是一种自我背叛。它 

很可能会让听众不自觉地感受到这一点，就像孩子讨厌大人夸他送给自 

己的礼物时说的那些话，因为那些话孩子觉得自己才有特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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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语

魅力通向了儿童行为并非事出偶然。魅 力 （它借听众对力量的渴望 

而施展）与一种预示着依赖性的音乐语言相伴而生：儿童的笑话，故意出 

错的拼写，在广告中使用的儿童表达方式，在流行音乐中采用音乐儿童 

语言的形式。有很多歌词的特点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讽刺，因为它们在模 

仿儿童的语言的同时，也表现出成人对儿童的蔑视，甚至给儿童的表达 

赋予了贬义或施虐的含义。如 《老好人》《滴滴答答》《伦敦大桥要倒了》 

《哭吧哭吧，宝贝》，I”真童谣和伪儿歌中充斥着故意对原童谣歌词进行的 

改动，以便成为商业热门歌曲。

曲子以及歌词，往往会模仿孩子们的语言。它们的一些主要特点 

是：不断重复某些特定的音乐套路，就像一个孩子不断提出同样的要求 

( “我想快快乐乐” P1把许多旋律限制在很少的音调上，好比是一个 

孩子还没有学会全部的字母表就开口说话；故意出错的和声，其方式类 

似于小孩子用不正确的语法表达自己；还有一些过甜的音色，其功能如 

同音乐饼干和糖果。把成年人当作儿童是一种开玩笑的表现，其目的是 

减轻成年人责任的压力。此外，孩子们的语言有助于音乐产品在受试者 1

[1] ⑴ 《老好人》（“Goody, Goody”, 1936)，分别由约翰尼•默瑟 （Johnny Mercer) 和马特•马

尔内克（MattMalndc) 作词作曲，因本尼•古德曼和他乐队演唱而走红。（2 )《滴滴答答》（“A-Tisket 

A-Task«”, l 938)，分别由艾拉•菲茨杰拉德（〇 a Fitzgerald) 和 阿 尔 •费 尔 德 曼 （A1 Feldman) 作 

词作曲，改编自1町9年首次面世的儿歌；菲茨杰拉德在原稿的基础上修改了一些歌词，并 于 1W8 

年与奇克•韦伯乐队 （ Chick Webb) 录制了这首曲子；这首歌也成为她的第一首热门歌曲。在菲 

茨杰拉德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有关这首歌大量的文献参考资料得到了出版，参见 TAe五/fa 

Companion: Seven Decades o f Commentaryt cd. Leslie Gonrse (New York; Schirmei  ̂1998); see also Stuart 

Nicholson, EUa Fitzgerald: A Biography o f the First Lady o f  Jazz  (New York: Da Capo, 1995), pp. 53-55. (3) 

《伦敦大桥要倒了》 （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是来自于英国民间童谣集《鹅妈妈童谣》（A/ocher 

Goose) 中的一首知名儿歌，但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版本。（4 ) 《哭吧哭吧，宝贝》（“Cry, Baby, Cry”, 

1938)，由 吉 米 •伊 顿 （Jimmy Eaton)、特 里 .尚 德 （Terry Shand)、雷 穆 斯 •哈 里 斯 （ Remus Harris) 
和欧文 •梅尔舍（IrvingMelsheir) 作词作曲。—— 英编注暨汉译注

P J 这种态度最著名的文学例子是“想看到轮子转起来” (Want to shee the wheels go wound) (John 

Habberton, Bafc/es [New York: Grosset and Dunlap, 1908】p. 9 ff)。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一首 

基于这种表达的“新奇”歌曲。[《海伦的娃娃》是一本专为孩子们写的小说，里面充斥着咿呀儿语。 

阿多诺的引用略有失误，这句话应写作 “Want to shee wheels go wound.”在 英 国 版 （London: Ward, 

L o c k e d . )的第 11 一 12页上重复了好几次。我已查阅过• ] ----原注暨英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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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里 “受欢迎”，因为这样可以在受试者的意识中弥合他们与宣传机构 

之间的隔阂，因为这样可以用孩子询问大人正确时间的信任态度接近他

们 ，即使这孩子既不知道这个大人是谁也不知道时间的意义。

• . •

宣传全覆盖

歌曲的大肆宣传只是这一机制的一部分，它在整个系统中具有其应 

有的意义。该系统的基础是风格和个性宣传。“摇摆乐”（swing) —词就 

是X t某些风格大肆宣传的例证。这个术语既没有一个明确的毫不含糊之 

义 ，也没有让摇摆前的热爵士 （hot jazz) 和 1930年代中期的摇摆乐形成 

显著区别。相关材料因缺少使用该术语的理由而让人怀疑其使用完全是 

出于宣传之需—— 为了振兴一件旧商品而给它一个新称谓。类似的宣传 

还有爵士乐新闻报道和爵士乐迷（jitterbugs) 中使用的整个摇摆乐术语， 

根据霍布森的说法，这一套术语曾让爵士音乐家们畏缩不前。111材料中的 

固有'持征被伪专家术语宣传得越少，就越需要广播员和相关评论之类的 

辅助力量。

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样的新闻报道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属于宣传机 

制 ，因为它依赖于出版商、代理机构和知名品牌。然而，在这一点上， 

一种社会学的限定是恰当的。在当代经济条件下，寻找“腐败"(corruption) 

往往是徒劳的，因为只有在人们得到报酬时才会被迫按照人们所期望的 

方式自愿行事。参与推广好莱坞“性感女郎”（〇〇mPh-girl) 的记者根本 

不需要被电影业贿赂。P1这个行业本身对这种女郎的宣传完全符合新闻界 

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而且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成为观众的意识形态。这 

一 配 对 （match) 简直是天作之合。记者们用没被贿赂的声音 （ unbought 

voices) 说话。一旦支持大肆宣传的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宣传过程就会超 

越其自身原因而成为一种自主的社会力量。 1 2

[1] Wilder Hobson, American Jazz Music (New York: Norton, 1939), p. 153.----原注

[2] “好莱坞性感女郎”是指首次获得这一称谓的安•谢丽丹 （ Ann Sheridan) 后来更普

遍地用于其他具有一定性感魅力的年轻女新秀—— 由 华 纳 兄 弟 工 作 室 Brothers Studios) 的 

宣传机器提供，她在 1936年后为它工作，此前在派拉荣（Panm ountM fK。一~英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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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传机制的所有其他元素中，最重要的是对个性，尤 其 是 乐 队  

领队的宣传。大部分实际归功于爵士乐编曲者的特点都被正式归于指挥 

家名下，编曲者可能是美国最有能力的音乐人，但他们通常默默无闻， 

就像电影里的编剧 （ scenario writers) —样。指挥就是直接面对观众的人； 

他是演员的近亲，他给公众留下的印象要么是其举止快乐亲切，要么是 

其姿态独裁霸道。正是因为与指挥家这种面对面的关系，才有可能将任 

何成就都转让给指挥家。

此外，领队和他的乐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观众视作即兴发挥的创 

造者。在标准化的过程中，实际的即兴发挥越是日渐消失，越是被精心 

设计的方案所取代，就越需要在观众面前维系即兴发挥的理念。编曲者 

依然默默无闻，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出现丝毫的暗示—— 流行音乐可能 

不是即兴创作的，反之它必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固定的和系统化的。.

三 、关 于 听 者 的 理 论

认可和接受

如今，大众的听赏习惯已被认可（recognition) 所吸弓丨。流行音乐  

及其大肆宣传都集中在这种习惯性上。它背后的基本原则是，人们只需 

要重复某件事，直到它被承认，从而被接受。这既适用于材料的标准 

化，也适用于它被大肆宣传。为了理解当前流行音乐类型流行的原因， 

有必要从理论上分析重复转化为认可、认可转化为接受（acceptance) 的 

过程。

然而，认可的概念似乎太不具体，无法解释现代大众的听赏问题。 

可以说，在音乐理解方面，作为人类认知基本功能之一的认可因素必须 

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当然，人们要理解贝多芬的奏鸣曲，只能通过认可 

它的某些特征与以往经验所知的其他特征抽象地相同，并将它们与现在 

的经验联系起来。认为贝多芬的奏鸣曲可以在一种心灵空白中被理解， 

而不需要把它与人们所知道和认可的音乐语言元素联系起来，这种想法 

是荒谬的。然而，重要的是什么被认可了。一个真正的听众能在贝多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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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奏鸣曲中认可什么？他当然认可了它所安身立命的“系统”：大调和小 

调调'性，决定转调的键位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的和弦及其相应的表达 

价值，特定的旋律程式，以及特定的结构模式（否认严肃音乐中的这种模 

式是荒谬的。但它们的功能却有不同的次序。即使有这些认可，仍然不 

足以理解音乐感)。所有可以认可的元素都是通过一个具体而独特的音乐 

整体被组织在一曲优秀的严肃音乐中，它们从这个整体中衍生出特定的 

意义，那种感觉就像诗中之词是从诗歌整体而不是从这个词的日常使用 

中获得其意义一样，尽管承认这个词的日常性可能是理解这首诗的必要 

前提。 '

任何一段乐曲的音乐感 （musical sense) 实际上都可以被定义为该段 

乐曲的音乐向度，这一向度不能仅仅通过认可来把握，即通过认同人们 

已知的东西来领会。只有通过自发地连接已知元素—— 这是听者自发的 

反应，就像作曲家自发的反应一样—— 它才能被建立起来，以体验作品 

固有的新颖性。音乐感是一种新东西，它不能被追溯和归入已知的结构 

之下，但假如听者施以援手，它就会从已知的结构中跳出来。

在流行音乐中，恰恰是这种被认可之物与新事物之间的关系遭到 

了破坏。认可变成了目的而不是手段。在一首热门歌曲中，对那种机械 

*性熟悉的曲调的认可并未留下可以通过各种元素的联系而被理解为新曲 

调的任何东西。事实上，这些元素之间的联系在流行音乐中是预先确定 

的，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就像那些元素本身是预先确定的一样。因此在这 

里，认可和理解必须是一致的，而在严肃音乐中，理解是一种行为，通 

过这种行为，普遍的认可导致了一些全新事物的出现。

通过起草一份将认可的经验分为不同部分的方案，可以为任何特定 

流行歌曲的认可调查提供一个合适的开端。从心理学上讲，我们列举的 

所有因素都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不可能在现实中将它们彼此分开，而且 

给它们排出任何时间顺序都是非常有问题的。我们的方案更多针对认可 

经-验中涉及的不同客观因素，而不是针对特定个体或多个个体的实际经 

验感觉。

我们认为涉及的组成部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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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模糊的记忆  ■ ■

(2)  实际的认同

(3) 标签式归类

(4)  对认可行为的自我反思

(5) 认可—权威向客体的心理转移

(1 )  或多或少想起某件事情的模糊经历（“我一定在什么地方听到 

过”）。材料的标准化几乎为每一首歌曲的模糊记忆奠定了基础，因为每 

一首曲子都让人联想到一般的模式和每一首其他的歌曲。这种感觉的原 

始先决条件是需要有大量的曲调，需要源源不断的流行音乐，而这使人 

不可能记住每一首特定的歌曲。

(2) 实际认同的时刻—— “就是这样”的实际经历。当模糊的记忆 

被突然的意识照亮时，便实现了这种经历。好比一个人坐在一个已经变 

暗的房间里，突然电灯又亮起来的经历。由于突然被照亮，熟悉的家具 

瞬间具有了新奇的外观。自发地意识到这首曲子与人们在其他时候听到 

的曲子“一模一样”，这往往会在一刹那间消除某种东西始终如一的总是 

迫在眉睫的危险。

认可经历这一因素的特征是，它以突然中断为标志。模糊的回忆和 

完全的意识之间没有等级之分，而是一种心理上的“跳跃”。这个组成部 

分可能被认为比模糊的记忆出现的时间要晚一些。这一点在材料层面得 

到了支持.通过副歌的前两三个音符可能很难识别出大多数热门歌曲； 

至少第一个主题必须已经被演奏过，而实际的认可行为应该在时间上与 

副歌中第一个完整的主题“格式塔” （ morifkal “Gestalt”）的感悟或实现 

相关联。 .

(3)归类元素：通过一种经历来解释“就是这样”的体验，比 如 “这 

就是热门歌曲《夜与昼》” w的经历。正是认可中的这一元素（可能与对

[ 1 ] 《夜与昼 》 (“Night and Day”, 1932)由科尔•波特 (Cole Porter)作词作曲，出现在弗雷德•阿 

斯泰尔和克莱尔•卢斯（FrcdAstaire-ClaireLuce) 的音乐剧《快乐的离婚者》 以及阿 

斯泰尔和金杰•罗杰斯 （ Ginger Rogers) 合作的电影版（1934)中。----英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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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名商标或歌词首个词语的记忆有关）w 使认可与社会支持的因素形成了 

最为密切的联系。

这个组成部分最直接的含义可能是这样的：当听众认出这首歌曲就 

是某某时—— 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已经确立和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知道的 

东西一 ■他就会觉得人多势众，就会跟随所有那些以前听过这首歌并且 

可能使它声名鹊起的人。这种情况与元素（2 ) 相伴随或紧随其后。这种 

关 联 性 反 应 （ connecting reaction) 部分在于向听者揭示，他对某首歌的明 

显孤立的个人体验是集体经验。认同于社会上某些已被敲定的高光时刻 

往往具有双重意义:人们不仅天真地把它认同为这个或那个，将它归入 

这个或那个类别，而且通过认同它的行为，人们也倾向于不自觉地使自 

己认同于客观的社会机构，或是认同于使这一特定事件符合这一既存类 

别 并 因 此 “敲定”（establishe) 它的那些个人的权力。一个人能够将一个 

对•象认同为这个或那个，这一事实使他能够替代地参与使事件成为现实 

的体制，并使自己与这个体制产生认同。

( 4 )认同行为 （ act of identification) 的自我反思元素（“哦，我知道， 

这是属于我的”）。考虑到大量不怎么知名的歌曲和少量知名歌曲之间的 

不均衡，这种趋势可以被正确理解。觉得被音乐流 （ stream of musk) 湮 

没的人在能够认同某种东西的一刹那会感到一种胜利。许多人都为自己 

能够认出某种音乐而感到自豪，譬如人们普遍习惯哼着或吹着刚刚提到 

的熟悉乐曲的曲调，以表明自己对音乐的了解，以及伴随着这种展示的

[ 1 ] 流行音乐中歌词和音乐的相互作用类似于广告中图片和文字的相互作用.图片提供了感 

官刺激，文宇添加了口号或笑话，后者倾向于将商品固定在公众的脑海中. 并将其“归入■•明确的、 

困定的类别之下。纯器乐的拉格泰姆音乐被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声乐倾向的爵士乐所取代，以及纯 

器乐的热门音乐的普遍衰落，都与流行音乐广告结构的日益重要密切相关。《深紫》的例子可能会说 

明问题。它原本是一首鲜为人知的钢琴曲，其突然成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添加了带有商标的 

歌词。

这种功能变化的模式存在于仂世纪日益兴盛的娱乐领域.当古诺 （ Charles Francois Gounod, 

IS IS—ISM ) 荫生了从和声的续曲中提取一段旋律，并将其与（(圣母颂》 （ “Ave Maria”）的歌词结 

合起来这一邪恶的想法时，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 》 （ “Well Tempered ClavichoKT, 原文如此）的 

第一序曲就成为“神圣的”热门曲目。这个程序从一开始就很艳俗，后来在音乐商业化领域被普迪 

接受。[参见阿多诺在《商品音乐分析》中对古诺《圣母颂》的讨论，QF.peO M S .W I—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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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自鸣得意。

通过对当下听觉经验的认同与归类，即把它归入“这是某某热门歌曲” 

的范畴之下，这首歌对听者来说就成了一个客体，一个固定不变的永久 

之物。这种将经验转化为实物的过程—— 通过认出一曲音乐，人们可以 

驾驭它并能根据自己的记忆再现它—— 使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得拥 

有。它具有了成为财产的两个显著特征：永久性和受制于所有者的任意 

支配。永久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一个人记得一首歌并能一直想起 

它，那么它就不能被剥夺。另一个元素，即对音乐的控制，在于能够在 

任何特定的时刻随意唤起它，缩短它，并异想天开地对待它。可以说， 

这些音乐财产是完全受其所有者的支配的。为了阐明这一元素，不妨指 

出它的一种极端的表现，尽管这绝非罕见的现象。许多人在吹口哨或哼 

唱他们熟悉的曲调时，会加人一些极小的弱拍音符（up-beat notes)，听起 

来好像他们在敲打或戏弄旋律。他们拥有旋律的乐趣表现为可以对•它为 

所欲为。他们对旋律的态度就像小孩子拽住了狗尾巴。他们甚至喜欢（在 

一定程度上）使旋律收紧或呻吟。

(5) “心理转移” （ psychological transfer) 元素：“妈的，《夜与昼》是 

—个好东西! ”这种倾向是将所有权的满足转移到客体本身，并以喜好、 

偏好或客观品质的方式将自己所获得的所有权的享受归因于它。转移的 

过程通过大肆宣传得以加强。在实际上唤起认可、认同和拥有的心理过 

程时，宣传也同时推广了对象本身，并在听者意识中赋予它那些实际上 

主要是归因于认同机制的所有品质。听众正在执行的命令是把他们自己 

对拥有音乐所有权的沾沾自喜转移到了音乐本身那里。

可以补充的是，流行歌曲所固有的被认可的社会价值涉及将所有权 

的满足转移到因此变得“受到喜爱的”对象上。这里的标签过程是所有 

权过程的集体化。听众觉得受宠若惊，因为他也拥有了每个人都拥有的东 

西。通过拥有一种被欣赏和营销推广的热门产品，人们会产生一种价值 

错觉。听者的这种错觉是评价音乐材料的基础。在一首既定歌曲被认可的 

时刻，一项伪公共事业（pseudo-public utility) 就会被私人听众所垄断。那 

种觉得“我喜欢这首特别的热门歌曲（因为我了解它）”的音乐拥有者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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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个宏伟的痴心妄想，堪比一个孩子做起了拥有铁路公司的白日梦。 

就像广告比赛中的谜语一样，热门歌曲仅仅提出了人人都能回答的认可问 

题。而听众乐于给出答案，是因为他们因此认同了已经存在的权力。

很明显，这些成分不像在分析中那样出现在意识中。由于私有制的 

幻想和公有制的现实之间分歧很大，而且由于每个人都知道“特别为了 

您”虽写在那里，但却是受制于这项条款—— “对该歌词曲的任何复制或 

对其中任何部分存在着侵权行为者，可根据美国版权法予以起诉”，所以 

人们也可能不会认为这些过程过于无意识。也许这样假设是可行的：大 

多数听众为了遵从他们所认为的社会渴求，为了证明他们的“公民身份” 

(citizenship)，半 幽 默 地 “加入” 了这种阴谋诡计之中111，将它作为自己潜 

力 的 讽 刺 ，并通过让自己和他人坚持认为的整个事情无论如何都品性优 

良，干干净净，只不过是找乐而已，来抑制对运作机制的认识。

认可过程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是心理转移，这将分析引回到宣传那 

里 。只有得到强大机构的权威茸持，认可才具有社会效力。也就是说， 

这 种 认 可 结 构 体 （recognition-constructs) 并不适用于任何音乐’而只适用

于 “成功的”曲调----成功与否取决于核心机构 （ central agencies) 的支持。

简言之，认可作为一种决定听赏习惯的社会决定因素，只对被宣传的材 

料起作用。听众是不会容忍一首歌在钢琴上反复弹奏的。而它在其整个 

全盛时期于无线电广播之中循环播放，人们却可以听得乐此不疲。

这里涉及的心理机制可能被认为是这样运作的：如果某首热门歌曲 

在广播中反复播放，听众就会开始认为它已经成功了。广播中公布这些 

被推广的歌曲的方式进一步推动了这种成功，通常它以“你现在将听到最 

新 的 爆 款 歌 曲 （ smash hit) ”的典型形式进行公布。重复本身已被认为是 

这首歌受欢迎的标志 。 M

⑴ C f. Hadley Cantril and Gordon W. Allport, The Psycholog}' 〇f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35), p. 6 9 .------原注

【2]同样的宣传伎俩可以更明显地出现在广揺的商品广告领域* 美肤皂（BcautysWnSoaP) 之 

所以被称为“著名的”，是因为听众之前已经在广播中无数次听到过这种肥玷的名字•因此会同总它 

的 “名气”。它的名气只是这些提到它的公吿的总和• ——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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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乐与“休闲时间”

到目前为止，本项分析已经处理的是任何一首特定的热门歌曲被接 

受的原因。为了理解为什么这种音乐的整个类型都能在大众中保持其影 

响力，把一些更普遍的东西考虑进来可能是合适的。

被流行音乐最初吸引的、它所滋养并不断强化的心灵构架 （ frame of 

mind) 同时也是一种分心走神（distraction) 和漫不经心（inattention) 之所。 

听众被不需要凝神专注的娱乐活动分散了对现实需求的注意力。

分心走神的概念只有在其社会环境中而不是在个体心理学那些自 

给自足的术语中才能被正确理解。分心走神必然与现在的生产方式，与 

大众直接或间接屈从的合理化和机械化的劳动过程相联系。这种引起 

人们对失业、收入亏损、战争的恐惧和焦虑的生产方式，其 “非生产 

性” （non-productive)的关联之物是娱乐；也就是说，是完全不需要集 

中注意力的放松。人们只想玩得开心。只有那些生活没有给他们带来太 

多压力，从而有可能在空闲时间同时从百无聊赖和努力奋斗的双重枷I锁 

中解脱出来的人，才有可能获得全神贯注的、有意识的艺术体验。整个 

廉价的商业娱乐领域反映了这种双重愿望。它会让人放松，因为它是模 

式化的和预先消化的。它的模式化和预先消化服务于大众的心理家庭 

(psychological h o u seh o ld ),使他们省了参与（甚至是龄听或观看）之力； 

没有这种参与，就没有艺术的接受能力。另一方面，它们提供的刺激可 

以使人逃离机械化劳动的无聊。

商业化娱乐的推动者为自己找到的开脱是他们给了大众自己想、要的 

东西。这是一种适合商业目的的意识形态：大众的区分力越少，不加区 

分地销售文化商品的可能性就越大。然而，抛弃这种既得利益的意识形 

态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仅仅是因为大众“想要这种东西”，大众意识便可 

以由执行机构塑造，这一点不能被完全否认。

但他们为什么要这种东西呢？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大众本身是 

由如同骗售给他们的艺术材料那样的生产方式捏合在一起的。音乐娱乐 

的顾客本身就是决定流行音乐生产那种机制的对象或产品。他们的空闲 

时间只是为了再生产出他们的工作能力。这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生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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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力量延伸到表面上看来像是“自由”的时间间隔里。他们想要标准 

化的商品和伪个性化，是因为他们的闲暇既是对工作的一种逃避，间时 

又是根据他们在日常世界中完全习惯了的那种心理态度所铸造而成的。 

对 于 大 众 来 说 ，流行音乐就是一种永恒的照常工作的假日（busman’s 

holiday) , 因 Ilk, 可以有理由说，在流行音乐的生产和消费之间如今已经 

预先构建起了一种和谐。人们对他们无论如何都会得到的东西趋之若鹜。

逃避百无聊赖和逃避努力奋斗是不相容的，因此便有了对所要逃避 

的态度的再生产。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必须在装配线上、工厂里或办公 

设备旁工作，这种工作方式使人们丧失了任何新鲜感。他们追求新奇， 

但实际工作带来的紧张和无聊只会让他们在闲暇时间避免努力，而这种 

时间正是获得真正新体验的唯一机会。他们渴望一种刺激物来作为替代 

品。流行音乐提供了这种刺激。它会导致人们无法在千篇一律的东西上 

投入努力。这又意味着无聊。这是一个让人无法逃脱的怪圈。逃避的不 

可能，致使对流行音乐普遍的漫不经心态度应运而生。认可的时刻就是 

形成不费吹灰之力感受的时刻。对这一时刻的突然关注会在瞬间热情不 

再 ，从而使听者陷入漫不经心和分心走神的境地。一方面，生产和宣传 

领域以分心走神为前提，另一方面，它们又生产出了走神分心。

在这种情况下，该行业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它必须通过不 

断更新的产品来引起关注，但这种关注又意味着其末日来临。如果一首 

歌不被关注，它就无法出售 I 如果它被投以青眼，它就总是有可能不再 

被人接受，因为人们对它太熟悉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不断更新的 

努力：用新产品扫荡市场，再把新产品逼进坟墓，然后一轮又一轮地重 

复 杀 婴 行 动 （ infanticidal maneuver)。

另一方面，分心走神不仅是流行音乐的一种预设，而且也是它的产 

物 。曲调本身会使听众听得心不在焉。它们告诉他不要担惊受怕，因为 

他不会错过任何东西 。 w 1

[1] 分心走神的态度并不是一个完全普遍的态度。尤其是把自己的感情投入到流行音乐中的 

年轻人，他们还没有完全对它的影响无动于衷•然而，有关流行音乐年龄层次的整个问S 超出了本 

研究的范围■■人口问题也必须放在考虑之外。—— 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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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水泥

可以有把握地假设，人们一般在漫不经心地听音乐时只会被突然 

闪现的认出所打断，而以如此方式听到的音乐不会形成一个具有其明确 

意义—— 在每一个瞬间被把握住并与此前此后的所有时刻形成关联的意 

义—— 的经验序列。甚至有人会说大多数流行音乐的听众并不把音乐 

本身当作一种语言来理解。如果他们如此操作，那就很难解释他们如何 

能够忍受不断供应给他们的基本上无甚区别的材料。那么，音乐对于他 

们意味着什么呢？答案是，音乐这种语言通过客观过程转化为一种他们 

认为属于自己的语言，一种作为容器服务于他们的制度化需求的语言^ 

对他们来说，音乐越不是一种自成一体的语言，它就越能成为这样一种 

容器。音乐的自主性被单纯的社会心理功能所取代。今天的音乐在很大 

程度上是一种社会水泥 （ social cement)。听者赋予这种材料的意义，他们 

所无法理解的内在逻辑，首先是一种他们可以进行某种心理调节以适应 

当今生活机制的手段。这 种 “调节”（adjustment) 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体现 

出来，分别对应于针对一般音乐，尤其是流行音乐的大众行为中两种主 

要的社会心理类型，它们是“节奏顺从”（rhythmic%  obedient) 型 和 “情 

绪”（emotional) 型。

节奏顺从型个体在年轻人中较为常见，即所谓的广播一代 （ radio 

generation)。他们以受虐的方式去适应专制的集体主义 （ authoritarian 

collectivism)，且最容易受到这一过程的影响。这种类型不局限于任何一 

种政治态度。对吃人的集体主义 （ anthropophagous collectivism) 的适应在 

左、右翼政治团体中一样常见。事实上，两者是重叠的：压抑和群体心 

理压倒了这两种趋势的追随者。尽管政治态度表面上存在差异，但两种 

心理倾向于一致。

这在似乎远离政治党派的流行音乐中显得尤为突出。值得注意的 

是，一部温和的左翼戏剧作品如《针锋相对》使用普通的爵士乐作为音乐 

媒介，一个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为《亚历山大的拉格泰姆乐队》的旋律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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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歌词。 些要求一首歌曲具有社会意义的人实际上是通过一种 

剥夺了其社会意义的媒介来加以实现的 „ 使用无情的流行音乐媒介本身 

就充满了压制性。这种不一致表明，政治信念和社会心理结构绝不是一 

致的。

这种顺从类型就是节奏型, “有节奏”这个词是在日常意义上使用的。 

这种类型的任何音乐体验都基于音乐根本的、永不衰减的时间单位——  

它 的 “节拍”（beat)。有节奏地演奏对这些人来说意味着即使出现了伪个

性化----反 重 音 演 奏 （counter-accents) 和 其 他 “差异”，也要保持与基础

音 步 （ ground meter) 的关系。对他们来说，音乐性意味着能够遵循给定 

的节奏模式，而 不 受 “个性化”偏差的干扰，甚至将切分音纳人基本的 

时间单位。这是他们对音乐的反应立即表达其顺从之愿的方式。然而， 

正如舞曲和行军的标准音步暗示着出现了一个机械的集体主义协调营 

(coordinated battalions) 通过征服响应的个体来服从这种节奏，也使他们 

意识到自己与无数必须同样被征服的温顺者黏合在一起，这样，顺从的 

人就坐拥了整个世界。

然 而 ，假如看看那些与这种大众听赏类别相对应的严肃作品，你就 

会发现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幻灭。这方面所有的作曲家，包括斯特拉 

文斯基和欣德米特 p i, 都表达了一种“反浪漫”的感受。他们的目标是让

音乐适应现实------ 个被他们理解为“机器时代” （machine age) 的现实$

放弃做梦是这些作曲家的一个标志，意味着听众也准备适应粗粝的现实 

来取代做梦，并在对不快感的接受中获得新的快感。他们对在自己生活 

的世界中实现其自身梦想的任何可能性都不抱幻想，于是便使自己去适 1 2

[1] ( 1 ) 《针 锋 相 对 》 （HnsaDdNeedfes, I 937)是 一 部 由 国 际 女 装 工 人 工 会 （In _ r io r a 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 制 作 的 小 型 歌 舞 讽 剌 剧 （ musical review)，并在业余演员阵容中使 

用 了 工 会 成 员 。该 剧 由 哈 罗 德 •罗 马 （ Harold Rome) 作词作曲 # 演出非常成功，共 演 U 0 8场。 

(2> «亚历山大的拉格泰姆乐队》 （“Alexjmder’sRagdmeBand”, 1911),词曲作者是欧文•伯林 （ Irving 

Berlin) 〇 -----英编 注

[2] 保 罗 •欣 德 米 特 (P aulH indem ith, 1895-1963),德国作曲家，后入美国济。早期作品有“反 

浪 漫 主 义 ”歌 剧 《谋 杀 ，女人的希望 M 努施一努希》《圣苏珊娜》等，曾轰动一时* 其代表作是歌剧《画 

家马蒂斯》。——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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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这个世界。他们采取一种所谓的现实主义态度，试图通过认同他们认 

为构成“机器时代”的外部社会力量来获得安慰。然而，正是他们的合作 

所立足的幻灭破坏了他们的快感。对机器的崇拜被毫不减弱的爵士乐节 

拍表征出来，其中涉及一种自我放弃，这种放弃不得不以波动不安的形 

式植根于顺从者人格的某个地方。因为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机器 

本身才是目的—— 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人只是他打造的机器的附属品。

音乐机器的适应必然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人类情感，同时也意味着对•机 

器的拜物教心理，结果机器的器乐特性因此变得模糊不清了。

至于另一种“情绪”型，我们有理由将它与某种类型的电影观众联系 

起来。这种亲缘关系体现在这位可怜的女店员那里，通过对美腿修长、性 

格纯洁、与老板喜结良缘的金杰*罗杰斯形成认同，她获得了满足。W 愿 

望满足被认为是电影社会心理学的指导原则，同理，从富有激情的、色情 

的音乐中获得的快感也是如此。然而，这种解释只是表面上显得合适。

好莱坞和锡盘巷可能是梦幻工厂，但它们并不仅仅为柜台后的女孩 

提供绝对的愿望满足。她不可能即刻认同金杰•罗杰斯的婚姻。真正发 

生的事情或许可以这样表述：当观看感伤电影 （ sentimental film) 或 （听） 

感伤音乐的观众意识到幸福的巨大可能性时，他们敢于向自己坦承当代 

生活的整个秩序通常禁止他们承认的事情，即他们实际上与幸福毫无关 

系。当自己知道自己不幸，并且知道自己可以幸福时会心花怒放，而 

所谓的愿望实现，只不过是意识到自己终于不必否认这种心花怒放时所 

产生的些许解脱。这位女店员的经历与这位老妇人的经历很类似，后 

者在别人的婚礼上哭天抹泪，幸福地意识到了自己生活的不幸遭遇。 

即使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人也不相信每个人最终都会在博彩中获胜。感 

伤音乐的实际功能毋宁是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已经错失成就时所感受到的

I I]阿多诺想到的可能是两部金杰 .罗杰斯的电影：《单身母亲》（Bache/o rA fo tA e r, 1939〉和 

《基蒂•福伊尔》 m o ) , 因为他在文章中所举的大多数流行文化的例子都与文章写作 

时间大致同期。一个不太可能的备选答案是金杰•罗杰斯的早期电影《办公室恋歌》 (O ff ic e  

1930)，在其中她扮演一个爱上其老板的秘书，最后她的老板才意识到他也爱她。感谢保罗 •贝克尔  

(PauIBeckeir) 对这条注释提供帮助。—— 英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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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的情感释放。

1#绪型听众收听的一切都与晚期浪漫主义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已被改 

造成适合 f t 绪化听赏需求的音乐商品有关。他们消费音乐是为了能被允 

许哭上一场。他们被愁肠百结而不是被兴高釆烈的音乐表达所吸引。以 

柴可夫斯基和德沃夏克（Dvofik) 为代表的标准的斯拉夫忧郁风格 （ Slavic 

melancholy) , 其影响远大于莫扎特或青年贝多芬最“有成就的”（fblfilled) 

时刻。所谓音乐的释放元素，就是让你有机会去感受一些东西。但这种 

情绪的实际内容只能是沮丧。情绪型音乐已经变成了那种念叨着“来吧 

哭吧，我的孩子”的母亲形象。对于大众来说这是一种净化（catharsis), 

但这种净化却也让他们更加坚定地保持一致。哭泣的人不会反抗，就像 

行军的人不会反抗一样。允许听众坦承自己不幸的音乐，通过这种“释 

放”，使他们与其社会依赖性达成和解。

矛盾心理、怨恨与暴怒

今天的大众听赏所形成的心理“调节”是一种幻觉，而流行音乐所 

提 供 的 “逃避”实际上使个人屈从于他们想要逃避的同样的社会力量， 

这一事实在这些大众的态度中得到了屐现。看似现成的接受和毫无问题 

的满足实际上具有非常复杂的性质，而且被一层脆弱的合理化的面纱所 

覆盖。如 今 的 大 众 听 赏 习 惯 是 充 满 矛 盾 的 这 种 反 映 了 整 个  

流行音乐流行程度问题的矛盾心理（ambivalence) 必须仔细加以研究， 

以便对这种情况的潜在影响做些说明。这一点可以通过一个视觉领域的 

类比来弄清楚。每一个电影观众和杂志小说的读者都熟悉所谓的“过时 

的摩登 ” （ obsolete modern) 的影响：二十年前被认为是非常迷人的著名 

舞者的照片，瓦伦蒂诺电影 （Vdentino films) 111的复兴，尽管彼时魅力四 

射 ，但现在看上去已过时得一塌糊涂。这种效应最初是由法国超现实主

[1】 这里的瓦伦蒂诺应该是指美国著名男演员兽道夫•瓦伦蒂® (Rudolph VaemimN 1S95- 

1926)。曾主演过《启示录四骑士》（1921)、《茶花女》（1921)、《酋长》（1921)、《碧血黄沙》（1922) 

等名片，风靡一时。他本人也因其混血长相英俊而成为好莱坞默片时代« 为风靡的锒幕愤人•他 

的英年早逝曾令世界亿万妇女涕泪交谬。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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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发现的，如今它已变得陈腐不堪了。现在有许多杂志嘲笑时尚过时 

了，尽管它们的流行只是几年前的事，尽管在过去的风格中显得可笑的 

女子在现在的时尚中同时被认为已达时代风尚之巔（ peak o f smartness)。 

摩登迅速变得过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它所引出的问题是，效应的 

变化是否有可能完全归因于对象本身，或者这种变化是否至少必须部分 

归因于大众的癖好。今天，许多嘲笑1929年的巴布斯•赫顿的人不仅对 

1940年的她推崇备至，而且也曾在1929年时为她激动得浑身颤抖。[11他 

们现在不能嘲笑1929年的芭芭拉•赫顿，除非他们当时^•她（或她的同 

龄人）的崇拜本身就包含了一些一旦受到历史挑衅就会随时反转的元素。 

对某一特定时尚的“狂 热 （craze) 本身已包含着暴怒（fory) 的潜在可 

能性。

流行音乐也是如此。在爵士乐新闻报道中，这种情况被称为“土里 

土气”（corniness)。任何过时的节奏套路，无论它本身多么“劲爆”（hot), 

都被认为是荒谬的，因此要么断然拒绝，要么沾沾自喜地欣赏，自知听 

众现在所熟悉的时尚是优越的。

人们不可能为今天被看作是禁忌的某些音乐套路提供任，何音乐标  

准，因为它们已经过时了—— 比如强拍（downbeat) 上的十六分音符

【1 ] 巴布斯•赫顿 （ Babs Hutton) 即芭芭拉 .赫顿 （Barbara Hutton, m 2- l 979)。迪 恩 .詹 宁  

斯 （Deanjennings) 在 《芭芭拉•赫顿：一部直言不讳的传记》（Bari)!lraWutton:/(iC a n <iyB iogn ip ii/ 

New YWk: Frederick 1 7 )中描述了著名的千万富婆、极其奢侈的“可怜的富家女” （P o or

Little Rich Girl) 赫顿。她是伍尔沃斯（Woolworth) 财产的继承人，是 “我们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社会 

失败者，但并不能完全怪罪于她”• 12岁时，她继承了 2500万美元的遗产，此后不久，这一数字又  

大大增加。年近二九年华之时，赫顿成了社会八卦专栏的主角，21岁时，她嫁给了排第一的欧洲王 

子 .事实上，她与亚历克西斯.姆迪瓦尼 （Alexis Mdivani) 王子的婚姻甚至在戴尔 .卡耐基 （ Dale 

Carnegie) 的 《如何赢得朋友及影响他人》(报 观 如 购 尸 ⑯ * and M ucnccPcopfe) —书中也被讨论  

过 （S« p.59) , 其中夸赞王子如何利用奉承之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使她臭名昭著的—个重要原因  

是，在 1933年大萧条最黑暗的日子里，她的4500万美元的私人财富被公之于众，而当时纽约伍尔  

沃斯商店的员工因工资微®而正在举行罢工•阿多诺写《论流行音乐》的时候，赫顿己经和好-莱均 

明星加里•格兰待 （ Cary Grant) 有了恋爱关系，两人于1942年结婚。赫顿一生经历七次婚变，其 

中男主不乏图谋钱财者•晚年她酗酒、吸毒 .抑郁，于 1979年去世，—— 英编注暨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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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后 面 的 附 点 八 分 音 符 。它们不必比任何所谓的摇摆套路更简单。甚至 

有 可 能 在 爵 士 乐 的 先 驱 时 代 ，有节奏的即兴表演既没有现在这么程式  

化 ，又 比 现 在 复 杂 。然 而 ，这种过时的效应是存在的，也能非常明确地 

感 受 到 。

以 下 所 言 ， 即使不涉及有待精神分析层面阐释的问题，也可以提供 

— 个 充 分 的 解 释 ：强加给听众的喜爱会在压力放松时激起报复。通过取 

笑 无 用 之 物 ，他 们 便 弥 补 了 自 己 因 宽 恕 这 些 无 用 之 物 而 产 生 的 “愧疚”。 

但 是 ，只 有 当 试 图 把 “新 ”东西强加给公众时，这种压力才会得到放松。 

因 此 ，土 气 效 应 （ corny effect) 的心理被一次又一次地复制，并可能无限 

期 地 持 续 下 去 。

因土气效应所显示出来的矛盾心理是由个体力量与社会力量之间 

不平衡的急剧增加造成的。 一 个人面对的是一首他显然可以自由选择接 

受或拒绝的歌。由于权力机构对这首歌曲的大肆宣传和强力支持，他被 

剥夺了仍有可能对这首歌曲保持拒绝的自由。他不喜欢某首歌不再是一 

种主观趣味的表达，而是在反抗一种公共事业的智慧，并与数百万被 

认为是支持这些机构所提供之物的人分庭抗礼。反抗被认为是不良公 

民的标志，是缺少享受乐趣的能力，是精英分子的虚情假意 （highbrow 

insincerity)，因为有哪个正常人会去颜这样正常的音乐呢？

然而，这种超出一定限度的影响大量增长从根本上改变了个性本身 

的构成。一个意志坚强的政治犯可能会抵抗各种压力，直到釆用一些方 

法 ，比如几个星期不让他睡觉。在那个时候，他甚至会轻而易举地坦白 

自己没有犯过的罪行。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听众的抗拒上，这是巨大的 

力量作用于他的结果。因此，任何个体的力量与他所承受的集中的社会 

结构之间的不平衡摧毁了他的抵抗，同时也为他的抵抗意志增加了问心 

有 愧 （ bad conscience)。当流行音乐被重复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它不再 

体现为一种手段，而更是自然界的一种固有元素时，抵抗就会呈现出一 

种不同的面向，因为个性的统一体开始破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抵 

抗 的 绝 清 除 。但是它被驱使着进入了心理结构中越来越深的层次。为 

了克服抵抗，必须直接投入心理能跫。因为这种抵抗并没有在屈服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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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力量时完全消失，而是仍然存活于个体内部，甚至在接受的3卩一刻仍 

然存在。这样，怨 恨 （spite) 就变得非常活跃了。

这是听众在流行音乐矛盾心理上体现得最明显的特征。他们保护着 

自己的偏好，以免被人指责为受到了操纵。没有比承认依赖性更令人不 

快的事了。听众的羞耻感因适应不公正待遇而引发，却又禁止蒙羞者坦 

白交代。于是，他们将仇恨转向那些指出他们依赖的人，而不是那些束 

缚他们的人。

在那些似乎是提供了一种逃避我们这个社会压抑的物质力量和被 

视为个性避难所的领域，抵抗的转移在扶摇直上。在娱乐界，品味的自 

由被誉为至高无上。承认个性在这里和在实际生活中已然无效，就会使 

人怀疑个性可能已经完全消失，也就是说，它已被标准化的行为模式简 

化为一个完全抽象的概念，不再有任何明确的内容。广大听众已经完全 

准备加入那个模糊实现的、不必然带有恶意地针^•他们的阴谋之中，把 

自己与不可避免的事物等同起来，并在意识形态上保留一种在现实层面 

已经不复存在的自由。对欺骗的憎恨转移到了意识到这种欺骗的威胁之 

上，并且他们满腔热情地捍卫着自己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让他们甘愿 

受骗。

为了被接受，材料也需要这种怨恨。它的商品性质，它的霸道的标  

准化，并没有隐藏到完全无法察觉的程度。它要求听众在心理上釆取行 

动。仅仅消极被动是不够的。听众必须强迫自己接受。

在流行音乐的极端追随者爵士乐迷（jitterbugs) 那里，怨恨体现得最 

为明显。

从表面上看，关于接受不可避免之物的论点似乎只是表明了对自 

发性的放弃：主体被剥夺了与流行音乐有关的自由意志的任何残余，并 

倾向于对所给予的东西产生被动反应，成为社会条件反射的单Ml中心。 

昆虫学术语“jitterbug”强调了这一点。它指的是一种昆虫因神经过敏 

(jitters) , 能被动地被某些给定的刺激所吸引，比如光。把人比作昆虫，

表明承认他已被剥夺了自主的意志。

但这种想法需要限定条件。它们已经出现在爵士乐迷的官方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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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新的说法如狂热、疯狂摇摆（swingfrenzy)、爵士乐迷（alligator) 111、 

摇摆舞迷 (rug-cutter)这样的术语表明了一种超越社会条件反射的趋势一 

暴 怒 （fury)。参加过爵士乐迷狂欢大聚会（jamboree) 或与爵士乐迷讨论 

过流行音乐当前问题的人都不会忽视其热情与暴怒的密切关系，暴怒可 

能首先针对的是他们偶像的批评者，但也可能是针对偶像本身。这种暴 

怒不能简单地用被动接受既定事实来解释。对矛盾心理来说，关键是主 

体不能只是被动反应。完全的被动性需要毫不含糊的接受。然而，无论 

是材料本身还是听众的观察都不支持这种单方面接受的假设。仅仅放弃 

抵抗并不足以接受不可避免的事情。

对流行音乐的热情需要听众的坚定决心，他们必须把他们所服从的 

外在秩序转变为内在秩序。赋予音乐商品以力比多能量，这是由自我操 

纵的。因此，这种操纵并不是完全无意识的。可以假设，在那些不是专 

家 却 又 对 阿 蒂 •肖 121或本尼•古德曼 PI充满热情的爵士乐迷中，“开启的” 

(switched on) 热情这种态度很是盛行。他 们 “人伙 ” （ join the ranks) 了， 

但这种加人不仅意味着他们符合既定的标准；它还意味着顺从的决定。 

音乐出版商向大众发出的“人伙”的呼吁表明，这一决定是一种接近意识 

表面的意志行为 。 W

有关流行音乐的爵士乐迷狂热和大众歇斯底里，•其整个领域都被怨 

恨 的 意 志 决 断 decision) 所迷惑。狂热的热情不仅意味着矛盾心理， 

因为它随时准备向针对其偶像的真正的暴怒或轻蔑式的幽默倾斜，而且 

还意味着这种怨恨的意志决断的效果。自我在强迫热情高涨时，必须对 * 2

【1] A llig a to i•原指短吻鳄，在流行音乐方面，它关联的含义有二：⑴摇摆乐爱好者专用的打

招呼用语。例 如 ， S e e y o u later, alligatori (回头见，哥儿们!）（2 ) 黑人爵士乐手用语，指白人爵士乐 

手或爵士乐迷 - —— 汉译注

[2] 阿 蒂 • 肖 （ A r t k  Shaw, 15)10-2004),美国作曲家，乐队指挥，爵士乐最出色的单管演奏 

家，对爵士乐走向流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汉译注

【3] 本 尼 • 古 德 曼 （ B e n n y G oodm an* 1909-1986〉，美国单黄管演奏家、爵士乐音乐家。----

汉译注

[4】 在某首热门歌曲的乐谱版的背面，出现了这样的呼吁，紧跟你的领袖，阿 蒂 •肖 /——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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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过度强迫，因为“自然的”热情不足以完成工作和克服阻力。正是这种 

故意的过度行为才是疯狂和自觉的|1]歇斯底里的特征。流行乐迷必然会被 

认为是紧闭双眼，咬紧牙关，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以避免偏离他已 

决定承认的东西。清晰而冷静的观点会危及强加于他的态度，而反过来 

他又试图把这种态度强加给自己。他的热情所立足的最初的意志决断是 

如此肤浅，以至于最轻微的批判性考虑都会让它分崩离析，除非它被在 

此服务于准理性目的（quasi-rational purpose) 的狂热所强化。

最后，还应该提到一种从爵士乐迷的手势中表现出来的趋势：自我 

讽刺，这似乎是杂志和插图报 （ illustrated newspapers) 上经常大肆宣传的 

爵士乐迷的笨拙行为所针对的倾向。爵士乐迷看起来像是会自己、对' 

自己的热情和对自己的快乐扮鬼脸，甚至他在假装很享受的同时也在责 

怪自己。他自嘲，好像在暗自盼望审判的日子。通过他的嘲弄，他试图 

在为自己对自己犯下的欺诈罪寻找免责的理由。他的幽默感让一切变  

得诡谲莫测，以至于他不能因为自己的任何反应而感到（或者说是让自 

己）为难。他的坏趣味，他的暴怒，他隐而不发的反抗，他的虚情假意， 

他对自己潜在的蔑视，一切都被“幽默”所掩盖，并因此而被中和。这种 

解释可以说更为合理：因为相同效果的不断重复不太可能带来真正的快 

乐。没有人喜欢他已经听过一百遍的笑话。121

对流行音乐的所有热情都有一种虚构的成分。很少有爵士乐迷会对'

[1]  有一首热歌是《我只是一个爵士乐迷M l ’m jm ta jit te rb u g 1 2’〉。此歌是艾拉 .菲茨杰拉德  

(E lh  Fitzgerald) 和奇克 •韦 伯 （Chick Webb) 的乐队在 1938年 5 月 2 日录制的，同期她还录制了  

《滴滴答答》•据 纳 特 . S 皮 罗 （N at Shapiro) 主编的《流行音乐：美国流行歌曲注释索引》 [P b p d a r

A/iw/c: •An Annotated Incfcx o f iimexfcan Po/?u7ar (New York: Adrian, 1968)，v o l. 4, p. 128]记 载 ， 

“jitterbug ’̂一词 首 次 出 现 在 歌 曲 Bug”中，这首歌由凯伯•卡洛韦（Cab Calloway) 和他的乐队  

在 1934年推出，由欧文•米尔斯 （Irving M ills)、凯伯 .卡洛韦和埃德 •斯韦玆 （E d Swayze) 作词 

作曲。—— 原注

(2]  通过拍摄爵士乐迷在运动中的动态图片，然后从手势心理学（gestural psychology) 的角度 

对它们进行研究，从而尝试实验性地解决这个问题是值得的。这样的实验也可以在如何理解流行音 

乐中的音乐标准和“偏差”的问题上形成有价值的结果。假如你让音轨与电影同步，就能知道爵士  

乐迷对他们假装发狂的切分音的手势反应有多剧烈，以及他们对基础节拍的反应有多剧烈。知:果是 

后一种惜况，它将为这整个疯狂类型的虛构杜撰提供另一个索引。——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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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摆乐完全歇斯底里，或对表演完全着迷。除了对节奏刺激的一些真实 

反应外，集 体 歇 斯 底 里 （ mass hysteria)、狂热和迷恋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是 

广告口号，受害者按照这些广告口号将自己的行为模式化。这种自我欺 

骗是建立在模仿甚至装腔作势（histrionics) 的基础上的。爵士乐迷是他自 

己热I t 的演员，或者是呈现给自己的热情的头版名模 （ &cmt page model) 

的演员。他与演员一并分享了他自己解释的武断性。他可以像“打开”热 

情一样轻易且突然地“关掉”热情。他只是被自己造出的咒语搞得五迷三 

道了。

但 是 ，爵士乐迷的意志决断、装腔作势和自我谴责的迫在眉睫越是 

接近意识的表面，这些倾向在大众中突破并一劳永逸地摆脱被控性快感 

(controlled pleasure) 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不可能完全像被人称呼和喜欢 

自诩的那群没有脊梁的（spineless) 人 迷 昆 虫 （ fascinated insects) —样。 

他们需要自己的意志，哪怕只是为了消除那种过于自觉的预感—— 他们 

的快感中有些东西是“伪造的”（phony)。他们意志的这种转变表明意志 

仍然充满活力，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强大到足以摆脱阻碍其每一步的 

各种叠加影响。

在目前的情况下，考虑到这些原因（它们只是大众心理学中更广泛 

问题的一些例证），问一问意识和无意识在整个精神分析中的区分多大 

程度上仍然合理可能是合适的。今天的大众反应与意识之间只有薄纱遮 

掩。这种情况的矛盾之处在于，要穿透这层薄薄的面纱，其难关几乎是 

不可逾越的。然而，真理在主观上不再像它被期望的那样无意识。事实 

证明了这一点：在专制政权的政治实践中，没有人真正相信的直白谎言 

正越来越多地取代往日的诸种“意识形态”，而这些意识形态曾是有能力 

说服那些相信它们的人的。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说自发性已被对 

强 制材料的盲目接受所取代。即便认为今天的人们反应如同昆虫，并 

且正在退化为社会条件反射的中心，这仍然属于表面现象。在满足那些 

信口开河地谈论新神话 （ New Mythos) 和社会非理性力量之人的目的上， 

它做得确实不赖。相反，自发性已被每个个体消耗殆尽，因为他们为了 

接受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东西而不得不付出巨大努力—— 这种努力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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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正是因为遮掩控制机制 （ controlling mechanisms) 的饰面纱巾已变 

得如此之薄。为了成为一个爵士乐迷或者只是为了“喜欢”流行音乐，放 

弃自己和被动地服从是远远不够的。人要变成昆虫，需要的是那种有可 

能使他变成人的能量。

2 0 0 1年 9 月 选 译  

2 0 2 2年 9 月 补 译  

2 0 2 3年 6 月 校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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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14年美国爆发对爵士乐的传染性热情以来，它在近五十年里 

一直作为大众现象保持其地位。尽管一些搞宣传的历史学家进行着种种 

宣 告 ，但它的方法基本保持不变。它的史前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 

叶的某些歌曲，如 《稻草中的火鸡 》 （ “Turkey in the S_ ”）和 《老黑 

鬼 》 （ “ Old Zip Coon”）。爵士乐是一种将最基本的旋律、和声、节拍和 

形式结构与表面上具有破坏性的切分音原则熔为一炉的音乐，但却从未 

真正打乱基本节奏、同样持续的节拍和四分音符的粗略统一。这并不是 

说爵士乐一成不变。清一色的钢琴被迫让出了它在拉格泰姆121时期的主 

导地位，让位于通常是管乐的小型合奏。第一批来自南方的爵士乐队， 

尤其是新奥尔良和芝加哥的乐队，其疯狂滑稽动作随着商业化程度的提 

高和观众的增长已趋于缓和，而一直以来专业地恢复一些原始活力——  

无 论 是 被 称 为 “摇摆”（Swing) 还 是 “比博普”（Bebop) —— 的努力， 

都不可避免地屈服于商业要求，并迅速失去自己的锋芒。起初不得不靠 

夸张来引人注意的切分音原理，在此期间变得如此不言而喻以至于不再

[1] 《永恒的时尚：走向爵士乐》（“Z ek l〇SeM 〇de_Z u m J aZZ”）写成于！953年，后被阿多诺

收 人 1955年 出 版 的 《棱镜》一书，最 终 进 人 《阿多诺文集》之中，本文译自 “ Perennial Fashion— 

Jazz,” in  jRcfsms，ttans.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 Cambridgej M  T h e M IT  Press» 1981、pjK 121-132•关键  

用词及术语核对了德语原文（Gesammc/te Schn’ften: jFCu/mrfenrifc uncf Gesc/fechiiff I , Bd. 10,1，Frankfim am 

M a in: S u hrka m p Verlag, 1974, S. 123-137) 0 ----汉译注

[2] 拉 格 泰 姆 （Ragtime) 产 生 于 19世纪末，是一种采用黑人旋律，依切分音賭环主题与变形 

乐 句 等 法 则 结 合 而 成 的 早 期 爵 士 乐，盛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经济十分繁荣时期。一 汉译注



412 I 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论笔选

像正式要求的那样需要强调弱拍。任 何 人 在 今 天 仍 然 使 用 这 样 的 重 音  

都 会 被 讥 之 为 “老土”（corny) , 就 像 〗927年 的 晚 礼 服 一 样 过 时 。 不 逊  

(Widerspenstigkeit) 已 经 变 成 二 等 “顺 滑 ”（GlStte) , 而 且 爵 士 乐 的 反 应

形式也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整整一代年轻人听到的都是切分音， 

而没有意识到它与基本节拍之间的原始冲突。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改变 

爵士乐在本质上保持静止不变的事实，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千百万人似乎 

对其单调的吸引力永不厌倦。作 为 《生活》（̂而）杂志的艺术编辑而在 

当今蜚声国际的温斯洛普.萨金特（WinthropSargeant)，负责撰写这方面 

最好、最可靠、最明智的书籍；他在 25年前写道，爵士乐绝不是一种新 

的音乐风格，而 是 “即便在其最复杂的表现形式中，也存在不断重复的 

程 式 （Foraieln) 这种基本的东西”。这种不偏不倚的观察似乎只有在美国 

才是可能的；而在爵士乐还没有成为一种日常现象的欧洲则存在一种趋 

势，尤其是在那些把爵士乐当作一种世界观的乐迷中，他们误认为爵士乐 

是原始而不受束缚的天性的张扬，是对陈腐的博物馆文化的胜利。无论爵 

士乐中的非洲元素如何不容置疑，但可以肯定的是，那里面所有桀骜不驯 

的东西从一开始就被整合到一个严格的方案之中，它的叛逆姿态伴随着盲 

目的卑躬屈膝，就像分析心理学所描述的施虐-受虐型一样，这种人对待 

父亲般的人物一面暗自崇拜一面恼羞成怒，一面试图他仿效一面又从他 

公开憎恶的从属地位中获得乐趣。这种趋向加速了该媒介的标准化、商业 

化与刻板化。这并不是说粗俗的商人通过外部攻击腐蚀了它的天籁之音， 

是爵士乐自己导致了这一问题。对爵士乐的滥用并非外部灾难，即纯粹主 

义捍卫者以“真正”纯爵士乐之名疯狂抗议的灾难；这种滥用源于爵士乐 

本身。黑人的圣歌（即布鲁斯的前身）是奴隶歌曲，于是它把对•不自由的 

哀叹与受压迫的确认糅合在一起。而且，一方面很难在爵士乐中分离出真 

正的黑人元素，另一方面白人中流氓无产者的成分又参与了它的史前史。 

在爵士乐被推到聚光灯下之前的一段时间，这个社会似乎在等它现身， 

却又早就通过步态舞（Cake-walk) 与踢踏舞（SteptMnze) 熟悉了它的那些 

冲动。

然而，正是这种微不足道的程序和特性，对任何不受监管的冲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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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排斥，使 得 这 道 “特色菜”（SpezialMt) 的稳定性—— 只有迫于无奈 

时才接受变化，而且通常只是为了适应广告的要求—— 如此难以把握。 

因为事实依然是，爵士乐在一个绝非停滞的阶段短暂确立了自己的永恒 

地位，而且它并没有表现出放弃其垄断地位的丝毫倾向，却只是倾向于 

使自己适应听众的耳朵，不管它是训练有素之耳还是不辨五音之耳。然 

而，尽管如此，它并没有变得不那么时髦。近五十年来，爵士乐的产品 

像换季一样短暂。爵士乐是一种矫揉造作的诠释方式。与时尚一样，重 

要的是展示，而不是事物本身；“轻音乐”（leichteMusik) 作为流行歌曲 

工业中最沉闷的产品被装扮了起来，而不是爵士乐本身被创作了出来。 

爵 士 乐 迷 （发烧友的简称）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更喜欢强调音乐的即 

兴演奏特征。但这些都是胡扯。任何一个早熟的美国青少年都知道， 

今天的流程几乎没有给即兴发挥留下任何空间，而那些看似自发的行为 

实际上是事先以机器般的精确精心策划的。但即便如今有真正的即兴创 

作 ，在那些也许是为了纯粹的娱乐而依然沉溺于其中的对立的乐团中， 

流行歌曲仍然是唯一的材料。因此，所谓的即兴创作实际上已被简化为 

对基本程式或多或少的改头换面，而在这些程式中，图 式 （Schema) 每时 

每刻都在闪耀。即使是即兴创作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标准化的，并且不断 

重复。在爵士乐中允许发生的事情如同任何特殊剪裁的衣服一样有限。 

考虑到发现和处理音乐材料的丰富可能性，即使是在娱乐领域中，如果 

绝对•必要的话，爵士乐也已显示出自己是完全贫乏的。它对现有音乐技 

巧的使用似乎很随意。但禁止在音乐创作过程中改变基本节拍，这本身 

就足以将作曲限制到如此地步，以致它需要的并非风格的审美意识，而 

是心理退化。对•节拍、和声和形式的限制同样令人窒息。从整体上看， 

爵士乐的永恒不变之处不在于其材料的基本组织—— 在此组织中就像在 

表达清晰的语言中一样，想象力可以自由自在地驰聘—— 而在于将某些 

界定明确的技巧、程式和陈词滥调运用到排他性的程度。这就好像一个 

人为了紧紧抓住“最新之物”，拒绝撕下日历页，从而否认某一年的形象 

一样。时尚把自己推向永恒之位，因此也就牺牲了时尚的尊严一它的 

短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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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正式要求的那样需要强调弱拍。任何人在今天仍然使用这样的重音 

都会被讥之为“老土”（corny) , 就像 1927年的晚礼服一样过时。不逊 

(Widerspensrigkeit) 已经变成二等“顺滑”（GlStte) , 而且爵士乐的反应  

形式也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整整一代年轻人听到的都是切分音， 

而没有意识到它与基本节拍之间的原始冲突。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改变 

爵士乐在本质上保持静止不变的事实，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千百万人似乎 

对其单调的吸引力永不厌倦。作 为 《生活》 杂志的艺术编辑而在 

当今蜚声国际的温斯洛普.萨金特 （Winthrop Sargeant) , 负责撰写这方面 

最好、最可靠、最明智的书籍；他在 25年前写道，爵士乐绝不是一种新 

的音乐风格，而 是 “即便在其最复杂的表现形式中，也存在不断重复的 

程 式 （Formeln) 这种基本的东西”。这种不偏不倚的观察似乎只有在美国 

才是可能的；而在爵士乐还没有成为一种日常现象的欧洲则存在一种趋 

势，尤其是在那些把爵士乐当作一种世界观的乐迷中，他们误认为爵士乐 

是原始而不受束缚的天性的张扬，是对陈腐的博物馆文化的胜利。无论爵 

士乐中的非洲元素如何不容置疑，但可以肯定的是，那里面所有梁骜不驯 

的东西从一开始就被整合到一个严格的方案之中，它的叛逆姿态伴随着盲 

目的卑躬屈膝，就像分析心理学所描述的施虐一受虐型一样，这种人对待 

父亲般的人物一面暗自崇拜一面恼羞成怒，一面试图对他仿效一面又从他 

公开憎恶的从属地位中获得乐趣。这种趋向加速了该媒介的标准化、商业 

化与刻板化。这并不是说粗俗的商人通过外部攻击腐蚀了它的天籁之音， 

是爵士乐自己导致了这一问题。对爵士乐的滥用并非外部灾难，即纯粹主 

义捍卫者以“真正”纯爵士乐之名疯狂抗议的灾难；这种滥用源于爵士乐 

本身。黑人的圣歌（S卩布鲁斯的前身）是奴隶歌曲，于是它把对不自由的 

哀叹与受压迫的确认糅合在一起。而且，一方面很难在爵士乐中分离出真 

正的黑人元素，另一方面白人中流氓无产者的成分又参与了它的史前史。 

在爵士乐被推到聚光灯下之前的一段时间，这个社会似乎在等它现身， 

却又早就通过步态舞（Cake-walk) 与踢踏舞（SteptSnze) 熟悉了 它 的 ^些  

冲动。

然而，正是这种微不足道的程序和特性，对任何不受监管的冲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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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才接受变化，而且通常只是为了适应广告的要求—— 如此难以把握。 

因为事实依然是，爵士乐在一个绝非停滞的阶段短暂确立了自己的永恒 

地位，而且它并没有表现出放弃其垄断地位的丝毫倾向，却只是倾向于 

使自己适应听众的耳朵，不管它是训练有素之耳还是不辨五音之耳。然 

而 ，尽管如此，它并没有变得不那么时髦。近五十年来，爵士乐的产品 

像换季一样短暂。爵士乐是一种矫揉造作的诠释方式。与时尚一样，重 

要的是展示，而不是事物本身；“轻音乐”（leichteMusik) 作为流行歌曲 

工业中最沉闷的产品被装扮了起来，而不是爵士乐本身被创作了出来。 

爵 士 乐 迷 （发烧友的简称）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更喜欢强调音乐的即 

兴演奏特征。但这些都是胡扯。任何一个早熟的美国青少年都知道， 

今天的流程几乎没有给即兴发挥留下任何空间，而那些看似自发的行为 

实际上是事先以机器般的精确精心策划的。但即便如今有真正的即兴创 

作 ，在那些也许是为了纯粹的娱乐而依然沉溺于其中的对立的乐团中， 

流行歌曲仍然是唯一的材料。因此，所谓的即兴创作实际上已被简化为 

对基本程式或多或少的改头换面，而在这些程式中，图 式 （Schema) 每时 

每刻都在闪耀。即使是即兴创作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标准化的，并且不断 

重复。在爵士乐中允许发生的事情如同任何特殊剪裁的衣服一样有限。 

考虑到发现和处理音乐材料的丰富可能性，即使是在娱乐领域中，如果 

绝对必要的话，爵士乐也已显示出自己是完全贫乏的。它对现有音乐技 

巧的使用似乎很随意。但禁止在音乐创作过程中改变基本节拍，这本身 

就足以将作曲限制到如此地步，以致它需要的并非风格的审美意识，而 

是心理退化。对节拍、和声和形式的限制同样令人窒息。从整体上看， 

爵士乐的永恒不变之处不在于其材料的基本组织一 -在此组织中就像在 

表达清晰的语言中一样，想象力可以自由自在地驰骋—— 而在于将某些 

界定明确的技巧、程式和陈词滥调运用到排他性的程度。这就好像一个 

人为了紧紧抓住“最新之物”，拒绝撕下日历页，从而否认某一年的形象 

—样。时尚把自己推向永恒之位，因此也就牺牲了时尚的饽严—— 它的 

短暂性。

永恒的时尚：走向爵士乐丨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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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理解如何用一些简单的诀窍来描述一个领域，仿佛其中不存在 

其他任何东西，人们必须首先从“活力”和 “时代的节奏”这类的陈词滥 

调中解放出来，这些东西被广告及其新闻附属物美化，最终被受害者自 

己美化。实际情况是，爵士乐在节奏上所能提供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 

爵士乐中最显著的特点全部都是由自勃拉姆斯 （Johannes Brahms) 以来 

的严肃音乐独立产生和发展的，进而被严肃音乐所超越。面对标准化到 

最小偏差的流水线程序，它 的 “活力”很难被认真对待。爵士乐理论家 

(尤其是欧洲的爵士理论家们）错误地把经过心理技术计算和检测的效果 

的总和看作一种情绪状态的表达，看作爵士乐在听者心中唤起的幻觉； 

这种态度很像对待电影明星，她们那张匀称或悲伤的脸都是在模仿名人 

肖像，因此也就与卢克雷齐娅•波吉亚[11或汉密尔顿夫人121拥有着同样 

的地位，假如此二人真的不是她们自己的人体模特的话。那些被热情冲 

昏头脑的天真之人视为原始森林的，实际上彻头彻尾是由工厂制造出来 

的，即便在某些特殊场合自发性被宣传为特色噱头。爵士乐自丰目矛盾的 

不 朽 （paradoxeUnsterblichkeit) 根源于经济。文化市场上的竞争业已证明 

了许多技巧的有效性，包括切分音、半声乐半器乐的乐音、滑音、 印象 

主义的和声与仿佛在说着“没什么能配得上我们”的华丽配器。然后再 

把这些技巧分门别类，并以万花筒般的方式混合成常新的组合，而在总 

体图式与同样是图解的细节之间，并未发生哪怕是最微小的互动。所有 

留存下来的技巧都是竞争的结果，竞争本身并不是很“自由”，而且整个 

行业都被打磨，特别是被广播打磨润色。 投 资会流向“知名乐队 ” （ name 1 2

[1] 卢克雷齐哑 • 波 吉亚 （ Lucrezia Borgia, 1480-1519), 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 （ Alexander 

VI，I492—1503年在位）与其情妇瓦诺莎 • 德 • 卡塔内 （ Vannozza dei Cattanei, 1 4 4 2 -tM 8) 的私生 

女，以美貌著称于世，长期赞助艺术家从亊美术等相关亊务，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蘇后支持者之

—— 汉译注

[ 2 ]  汉密尔顿夫人指爱玛•汉密尔顿夫人（Emma, Lady Ham ilton, 1761—1815), 曾 有 “英伦第  

—美女”之称，30岁时，嫁给英国驻那不勒斯大使威廉•汉密尔顿爵士。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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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s) , 它们的声名由科学设计的宣传提供保障；更重要的是，用来推广 

“流行歌曲排行榜 ” （ The Hit Parade) 之类的音乐畅销节目（这些节目的公 

司购买了电台广告时间）的资金使得任何一种偏离都充满风险。此外，标 

准化意味着强化了对听众及其条件反射的持久控制。听众所期望者，是 

只想获得他们习惯了的东西，每当他们的期望落空，或者是认为消费者 

不可剥夺的权利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就会变得愤怒。而且，即使有人试 

图在轻音乐中引入任何真正不同的东西，他们也会因为经济集中而从一 

开始就注定失败。

一种本质上是偶然与随意的现象是不可战胜的，它反映了当前社会 

控制的随意‘性。文化工业越是彻底根除一切偏差，从而切断媒体内在发 

展的可能'性，整个喧嚣的、生机勃勃的商业就越是趋于停滞不前。就像 

没有哪一曲爵士乐能在音乐意义上称得上有其历史一样，就像爵士乐的 

所有组成部分都可以随意移动一样，就像没有任何单一的衡量标准能遵 

循音乐发展的逻辑一样—— 永恒的时尚也成为计划好了的封冻社会的寓 

言 （Gldchnis)，与赫胥黎《美丽新世界》（SxaveAfewWbrid) 中噩梦般的 

景象区别不大。这里的意识形态所表达或暴露的究竟是不是一个过度积 

累的社会向简单再生产阶段倒退的趋势，这是经济学家决定的事情。彻 

底 失 望 的 索 尔 斯 坦 .凡 勃 伦 （ThorsteinVeblen) 在其晚期作品中怀有如 

下恐惧：经济和社会力量的作用将在一种消极的历史状态中偃旗息鼓， 

即沉落到一种更强大的封建制度中，这或许不太可能，但它却是爵士乐 

与生俱来的理想。无论如何，技术世界的形象都具有非历史的一面，这 

使它成为一种神话般的永恒幻影。有计划的生产似乎预先清除了生活过 

程中所有不可控制、不可预测、不可计算的东西，从而也剥夺了生活过 

程中真正新的东西，没有这些东西，历史就难以想象，而且，标准化的 

大众产品的形式也让物品的时间序列更为趋同。1950年的机车看上去与 

制造于195〇年的机车并不相同，这一事实给人一种自相矛盾的印象，正 

是因为这个原因，最现代的特快列车偶尔会用过时模型的照片来加以装 

饰。超现实主义者与爵士乐有许多共同之处，自阿波利奈尔 （ Guillaume 

Apollinaire) 以来，他们就开始谈论这一层面的经验：“在这里连汽车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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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古旧。” m这种痕迹已在不知不觉被永恒的时尚同化了；爵士乐在与技 

巧结盟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它 与 “技术的面纱” Pl相勾结，充当了严 

格重复却漫无目的的宗教仪式，并假装20世纪就是古埃及，SJ5里奴隶成 

群结队，朝代更迭不止。然而，这仍然是一种幻觉，因为尽管技术的象 

征可能是一个始终在旋转的轮子，但它的内在能量发展到无法估量的程 

度，同时还背负着一个由其内在张力驱动的社会，它坚持其非理性并赋 

予人们远远超出他们希望的历史。一个知道改变就会崩溃的世界秩序将 

永 恒 （Zeitbsigkeit) 投射到技术上。然而，这种伪永恒却被那些已把自己 

确立为普遍原则的糟糕的偶然性和劣等性所掩盖。如今，千年帝国的人 

们看起来如同罪犯，而大众文化的永恒姿态就是反社会者的姿态。在所 

有可用的把戏中，切分音应该是对大众实行音乐专政的技巧，这一事实 

让人想起技巧的特点就是巧取豪夺，当它们被置于非理性的极权控制之 

下并为其服务时，无论它们本身是多么合理都无济于事。实际上，属于 

当今整个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业的这些机制在爵士乐中是可见的，因为如 

果没有专业技术知识，就不能像在电影中那样轻而易举地识别它们。然 

而，即使是爵士乐也会釆取一定的预防措施。与标准化并行的是伪个性 

化。听众被限制得越严格，他就越难以注意到它。他被告知，爵士乐是 

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消费艺术”（Konsumentenkunst)。爵士乐用以丰虽 

了自己图式的独特效果，尤其是切分音，努力假装自己是自由自在白勺主 

观性—— 实际上，是听众的主观性—— 的爆发或漫画化，或者假装自己 

也许是为受众更大的荣耀而奉献的最微妙的细微差别。但是这种方法也 

陷入它自己编织的罗网之中。因为它必须不断向听众许诺一些与众不同 

的东西，以此激发他们的注意力，使自己不致平庸，但它又不能不走寻  

常路i 它必须是常新的，同时又必须是常常相同的。因II七，偏差窗像劳P 

些规范一样，都是标准化的，实际上，它们一出现就失效了。就像文化 1 2

[1]  阿多诺在这里直接使用的是法语：“ Ici mSme 丨es automobiles cmt air d’ £tre anciennes.” -

汉译注

[2] “技术的面纱”（dertechnobgischeSchlckr) 是阿多诺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具体含义  

可参考本书中《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一文的英译注。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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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中的其他一切事物一样，爵士乐满足了人们的欲望，但同时又使其 

受阻遇挫。代表着一般音乐听众的爵士乐主体无论有多不顺从，实际上 

他们已越来越不是他们自己了。不符合规范的个人特征却被规范塑造， 

于是就成为受到残害的标志。被吓坏的爵士乐迷们认同他们所害怕的社 

会，因为正是这个社会使他们成为现在的样子。这就赋予爵士乐仪式一 

种肯定的特征，即被一个不自由的平等群体所接受。出于这种考虑，爵 

士乐可以在自我辩护中用恶魔般的良知直接吸引大量听众。盛行的不成 

问题的标准程序经过长时间的完善，产生了标准的反应。好心的教育工 

作者相信，改变方案就足以让受侵犯和受压迫者渴望更好的东西，或者 

至少是不同的东西，他们太轻信了。即便他们没有大大超出文化工业的 

意识形态领域，方案政策的重大变化也会在现实中被愤怒地拒绝。人们 

对这种胡言乱语是如此习以为常，以至于已无法对它弃之不顾，即使他 

们中途便识破了它。相反，人们觉得有必要强化自己的热情，以便使自 

己相信他之耻辱就是他之幸运。爵士乐建立了人们无论如何都必须遵守 

的社会行为成规。爵士乐使他们能够实践这些行为形式，他们更喜欢爵 

士乐，是因为它能使不可逃避的事情变得更容易忍受。爵士乐再生产出 

了它自己的群众基础，却没有因此减少生产者的罪恶感。时尚的永恒是 

一个恶性循环。

正如大卫 .理斯曼 111再次强调的那样，爵士乐迷可以分为两个完全不 

同的群体。核心圈子里坐着专家，或者是自认为自己是专家者—— 因为 

那些最热情的信徒，那些对已确定的术语加以炫耀并以笨拙的自负来区 

分爵士乐风格的人，往往几乎无法用精确的、专业的音乐概念来说明打 

动他们的究竟是什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很先锋，因此参与了 1

[1] 大 卫 • 理 斯 曼 （D a v id Riesman, 1909-2002〉，美国社会学京、律师、教t T i t 、著 有 《孤独 

的人群》等。——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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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如今已变得无处不在的混乱。在文化和教育瓦解的症候中，一个并 

非不重要的事实是，无论自主的“高级”（hoher) 艺术和商业的“轻松•” 

(leichter) 艺术之间的区分有多大问题，它都既未得到批判性的反映，甚 

至都不再受到注意。而既然某些文化失败主义的知识分子已经让后者与 

前者较量，文化工业的庸俗捍卫者甚至可以自豪地认为，他们正走在时  

代精神的前沿。把文化组织进第一、第二和第三类节目的“层次”之中， 

并按照低、中、高的等级加以模式化，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是，这种 

问题却无法通过低俗教派（lowbrcm-Sekten) 宣称自己是高雅教派来克服。 

对文化的合法不满，为将大规模生产中高度合理化分支美化为某种新的 

世界感受性的曙光提供了一个借口，但却丝毫不能成为其理由，因为这 

种分支贬低和出卖了文化，却根本没有超越文化> 它也不是将这种分支 

与立体主义、艾略特的诗歌和乔伊斯的叙事作品混为一谈的理由。退化 

不是根源，但根源是退化的意识形态。任何一个因大众文化日益受人尊 

敬而仅仅因为单簧管吹错了几个音就把流行歌曲与现代艺术等同起来的 

人，任何一个把满是“下流音符” （ dirty notes) 的三和弦误认为无调性 

的人，他们已经向野蛮屈服投降。已堕落为文化的艺术付出的代价是， 

随着其畸形影响的增长，它更容易与自己的废品相混淆。作为传统上少 

数人的特权，教育如今要通过这种方式还偾，即自觉的文盲宣称，容忍 

的过度所带来的麻木即为自由王国。在微弱的反抗中，他们随时准备躲 

避，就像爵士乐那样，将跌跌撞撞和提前到达（ZufHihkommen) 整合到 

集体行进的步伐之中。这种类型的爵士乐爱好者和许多逻辑实证主义的 

年轻信徒之间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后者怀着同样的热'倩抛弃哲学文 

化，就像前者抖落严肃音乐的传统一样。热情变成了一种事不关己髙高 

挂起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中，所有的感觉都依附于技巧，对所有的意义 

都怀有敌意。他们觉得自己身处一个界定明确的系统中是安全的，以至 

于任何错误都不会从中溜走，而对外界事物被压抑的渴望则表现为无法 

容忍的仇恨，以及将初来乍到者的卓越知识和没有幻想者的自负主张结 

合到一起的态度。被视为确信无疑的夸耀式的陈词滥调、肤浅，美化了 

对任何自我反思的懦弱防御。所有这些习以为常的反应模式近来都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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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纯真，它们自诩为哲学，因而变得非常邪恶。

在一个除了游戏规则之外几乎没什么可以理解的领域，聚集在这帮 

专家周围的是一些面目模糊、口齿不清的追随者。一般而言，他们陶醉 

于大众文化的声名之中，而大众文化则知道如何操纵这种声名；他们也 

完全可以聚在俱乐部里，为了崇拜电影明星或收集亲笔签名。对于他们 

来说 ，重要的是归属感，是 身 份 认 同 （Idemifikation) , 而对其内容的特 

别关注则显得无足轻重。对于女孩儿来说，她们已经把自己训练得一听 

到 “低吟男歌手” m 的声音就会晕倒在地。他们的掌声由信号灯提示， 

直接在他们获准参加的流行广播节目中传播。他们把自己称为“抖动 

虫” （jitterbugs) —— 做出反射动作的虫子，使自己销魂的演员。只是被 

某件事情搞得五迷三道，只是拥有一些他们自己的东西，就补偿了他们 

贫瘠而荒凉的存在。青春期的姿态—— 今天为这个或那个欣喜若狂，明 

天却随时可能将其咒为白痴一 ■现在已经被社会化了。当然，欧洲人往 

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欧洲大陆的爵士乐迷与美国的爵士乐迷根本不 

一样。爵士乐中那种越轨的和不服从（dasUnbotmiBige) 的元素在欧洲 

仍然可以感受到，而在今天的美国则完全消失了。爵士乐和今天所有现 

成的群众运动所共享的无政府主义起源的记忆已被彻底压制，无论它会 

如何继续在地下激荡。爵士乐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一种能被管教好的、被 

擦洗到耳根的习俗。然而，对于世界各地的爵士乐爱好者来说，他们却 

在 戏 仿 的 繁 荣 （ der parodistische tiberschwang) 中分享着顺从的时刻。在 

这方面，他 们 的 活 泼 （Spiel) 让人想起极权主义国家中广大追随者那种 

凶 巴 巴 的 严 肃 （derrierischeEm st)，尽管活泼与严肃之间的区别相当于生 

与死的区别。某大牌乐队演奏的一首歌曲的广告是：“X.Y 紧跟你的领 

导 ！ ” 当欧洲两种独裁政权的领导人都对爵士乐的颓废怒火中烧时，其他 

国家的年轻人早就让自己兴奋起来，他们随着切分音的舞步，就像在进 

行曲中律动，而伴奏乐队演奏的音乐并非偶然来源于军乐。“精锐部队” 1

[1] 阿多诺在这里使用的是英文单词“《〇〇n« ”，特指 2 0 世纪三四十年代哼唱感伤衍歌的庇

吟男歌手。——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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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mttuppe) 和 “口齿不清的追随者”（unartikulierteGefolgsleute) 的划分 

有点像“党内精英”（Partei-Elke) 和其他“人民”之间的区别。

四

爵士乐的垄断依赖于供给的排他性及其背后的经济力量。但是，假 

如这一无所不在的特性没有包含人们响应的某种普遍的东西，它早就被 

打破了。爵士乐必须具有一种“群众基础”（Massenbasis)，其技巧必须  

与主题中的某种要素相联系—— 当然，这种要素反过来又回到了社会结 

构以及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典型冲突上。为了寻找那种要素，首先想到的 

是古怪的小丑或与早期电影喜剧人物相类似的形象。个人的弱点在被宣 

告之日也是被撤销之时，跌跌撞撞地演奏被确认为一种更高的技能。在 

对反社会性的整合中，爵士乐与侦探小说同样标准化的图式及其分支融 

合在一起，其中世界经常被扭曲或揭示，使反社会性和犯罪成为日常规 

范，但同时秩序的不可避免的胜利也消除了诱惑和威胁;性的挑战。只有 

精神分析理论才能对这一现象提供充分的解释。爵士乐的目的是机械地 

再现一个退化的时刻，一种阉割的符号体系（Kastmtionssymbolik)。“放 

弃你的男子汉气，把你自己阉了吧爵士乐队那种太监般的声音既是嘲 

弄也是宣告，“这样你将会得到奖赏，被接纳到一个与你分享阳痿之谜的 

兄弟会，谜底在入会仪式那一刻将被公之于众。”⑴如果对爵士乐如此解 

释—— 在对其性暗示的理解上，受到爵士乐震惊的反对者要比它的辩护 

者做得更好—— 显得武断和牵强，那么这一事实依然可以在音乐和歌词 

的无数细节中得到证实。在 《美国爵士乐》 — 书 

中，怀尔德 •霍布森 （Wilder Hobson) 描述了一个早期爵士乐队领队迈 

克 *莱 利 （ Mike Riley) ,这位音乐怪人一定要把乐器大卸八块。“乐队在 

喷水或撕衣服，而莱利则提供了可能是最伟大的长号喜剧表演，在疯狂 1

[1] 这一理论在 1936年发表于《社会研究杂志》（Z e/tsd u ift /S r Soz/a/Zbrsc/iun品 p. 252 f f ) 的文  

章 《爵士乐》中得到了发展，并在萨金特和祺布森1941年发表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

/〇 PMosopA/ a/K/Soda/Scfe/ictfi p. 175) 的书评中被详细阐述9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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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奏 《黛娜》 （‘Dinah，）的过程中，他不断地肢解着喇叭，又毫无规律 

地对它重新组装，直到乐管像废品店里的黄铜器一样垂下来，一个或多 

个零散的配件还在发出模糊而和谐的喇叭声。”很久以前，维吉尔•汤姆 

森 （ Vkgil Thom son) 就把著名的爵士乐小号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 Louis 

Armstrong) 的表演与 18世纪伟大的阉人歌手111的表演相提并论。整个领 

域 充 满 了 用 “长发”和 “短发”来区分音乐家的术语。后者是爵士乐人 

士 ，他们赚钱并能让自己看起来体面；其他人，比如对斯拉夫钢琴家的 

讽刺漫画，其长而密的头发堪称典范，他们被归类到不怎么受人尊重的 

刻板印象之下，是那种挨饿的却又在炫耀着传统要求的艺术家。这是该 

类术语的显在内容。剪掉的头发代表什么几乎不需要在此赘述。在爵士 

乐中，站在参孙口之上的非利士人（Philister) 的形象被永久地改变了。

确 实 是 非利士人。阉割符号体系深藏于爵士乐的实践中，并通过 

长期同一的体制化割断了与意识之间的联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可 

能变得更加雄壮有力了。从社会学角度看，爵士乐具有加强和延伸的效 

果 ，甚至延伸到主体的生理学层面，接受一个无梦的现实世界，在这个 

世界中，所有还未完全被整合的事物记忆都已被清除。要想理解爵士乐 

的群众基础，就必须充分考虑到美国在艺术表达上的禁忌，尽管有官方 

的艺术工业，这种禁忌却一点也没有减弱，甚至影响到儿童的表达冲 

动 ；进步教育，以刺激儿童的表达能力为其目标，只是对这一情况的反 

应。尽 管 艺 术 家 作 为 “戏子”（UnteAaker) — - 就像收入较高的服务员 

服 从 “服务”的要求那样的工作人员—— 被部分地容忍，也被部分地整 

合进消费领域，但人们对艺术家的刻板印象仍然是性格内向很自我的白 

痴 ，而且常常是同性恋。虽然这样的品质在职业艺术家那里可以被容 

忍—— 私生活丑闻甚至可以被期待为娱乐的一部分一一但其他人会因为任 1 2

[1] 阉 人 歌 手 （K a s tra t/ castrati) , 亦称阉人歌唱家或阉伶，主要出现在 n 世纪初至19 肚纪 

末的意大利。为了保持童声，以便成为男性女高音或男性女低音歌唱者，成 为 “最接近上帝的声 

音”，一些男性歌手在童年时接受了阉割手术„ 一 汉译注

[2] 参 孙 （Sim son,天主教译名为“三松”）是 《圣经•士师记》中的一位f f i太人士师，生于 

前 1 1世纪的以色列，玛挪亚的儿子 .参孙以借荇上帝所 ©极大的力气，徒手击杀维师并只身与以色 

列的外敌非利士人争战周旋而著名。一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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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未经社会事先安排的自发的艺术冲动而立即让自己被怀疑。如果一个 

孩子喜欢听严肃音乐或练钢琴而不是看棒球比赛或电视，那么他在511上 

或他所属的其他群体中就会被视为“娘娘腔”（sissy) ,这些群体所体现的 

权威远远超过父母或老师。表达冲动暴露于同样的阉割威胁面前，这种 

威胁在爵士乐中被象征性地、机械地和仪式化地压制。然而，表达的需 

要一它与艺术的客观品质没有必要的关系—— 不能完全被消除，尤其是 

在成熟的年代。青少年并没有完全被经济生活及其心理关联的“现实原 

则”（Realititsprinzip) 所扼杀。他们的审美冲动不是在简单的压制中被吹 

灯拔蜡，而是被转移了。爵士乐是这种转移的首选媒介。对于年复一年 

追逐着永恒时尚而过上若干年估计就会忘掉它的年轻人来说，爵士乐在 

审美升华与社会适应之间提供了一种妥协。“不切实际的”（unrealistisch)、 

实际上无用的、富有想象力的元素被允许存在，但代价是改变自身性 

质，它必须不知疲倦地努力以现实的形象改造自己，重复现实对自己的 

命令并服从之。因此，它重新融人了它试图逃离的领域。艺术被剥夺了 

它的审美维度，并作为它在原则上与之相矛盾的适应的一部分而出现。 

从这个角度看，爵士乐中一些不同寻常的特征就更容易理解了。例如， 

编曲所起的作用不能用技术分工或所谓作曲家的音乐文盲来充分解释。 

任何事情都不允许保持其本质上的样子。 一 切都必须正确修剪，必须带 

有准备的痕迹，使它更接近众所周知的领域，从而使其更容易被理解。 

同时，这个准备的过程也向听众表明，这款音乐是为他制作的，但并没 

有把他理想化。最后，编曲给音乐盖上了官方认可的印章，这反过来又 

证明了任何艺术野心都不可能跨越它与现实的距离，也证明了音乐在准 

备随波逐流；这种音乐并没有把自己想象得比实际更好。

同样，适应的首要性决定了爵士乐对音乐家的特定技巧的要求，在 

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对听众的特定技巧的要求，当然也决定了对努力模 

仿音乐的舞者的技巧要求。审美技术作为将自主性主题客观化手段的浓 

缩，已被处理障碍的能力所取代，被不受切分音等破坏性因素影响的、 

同时又能巧妙地执行遵从抽象规则的特定行动的能力所取代。审美行为 

通过技巧系统变成了一项运动。掌握了它，也就证明了一个人很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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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音乐家和专家的成就加起来意味着成功通过了一系列测试。但是表 

达 ，作为审美抗议的真正载体，却被它所抗议的力量所取代。面对这种 

力 量 ，它会表现出一种恶意和悲惨的语气，只是勉强地瞬间将自己伪装 

成刺耳和挑衅。表达自己的主体恰恰是这样表达的我什么都不是，我 

肮 脏 ，不管他们对我做什么，那都是我活该。该主体可能已成为那些被 

指控犯罪的俄罗斯人之一，他虽然是无辜的，但从一开始就与检察官合 

作 ，并且认为惩罚对自己来说还不够严厉。如果说审美王国最初是作为 

一个自主领域诞生于区分神圣与日常的巫术禁忌 （ das magische Tabu) ,并 

力求保持着前者的纯洁，那么，世 俗 （ProfanMt) 现在对巫术的后代、对 

艺术进行报复了。艺术只有在放弃与众不同的权利，并融人最终取代禁 

忌的无所不能的世俗领域时，才能被允许生存。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不像 

现实世界那样存在。爵士乐是对艺术的虚假清算—— 乌托邦没有变成现 

实 ，而是从画面中消失了。

2 0 0 1年 8 月下旬初译  

2 0 2 2年 7 月上旬校译  

2 0 2 3年 6 月初再校



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⑴

电视的效果不能用成功或失败、喜欢或不喜欢、赞成或反对•来充分 

表达。相反，应该借助深层心理学的范畴和大众媒介以往的知识来做一 

些尝试：将一些理论概念具体化，以对电视的潜在效果—— 它对观众个 

性不同层面的影响—— 进行研究。在描述层面和心理动力学层面系统地 

调查典型的电视材料的社会心理刺激,分析它们的预设和总、模式并评估 

它们可能产生的效果，现在似乎适逢其时。这个过程在如何处理这些刺 

激来产生最理想的电视效果上可能最终会提出一些建议。通过揭露经常 

在虚假现实主义 （ fake realism) 幌子下运作的电视的社会心理影响和机制， 

不仅可以改进节目，而且更重要的也许是，公众可能会对其中一些机制 

的恶劣效果变得敏感。

我们不关心任何特定表演或节目的有效性，但我们关心、当今电视及 

其意象（imagery) 的性质。而我们的方法是切实可行的。调查结果应该  

与材料非常接近，应该建立在坚实的经验基础上，这样，它们才能被转  

化为确切的建议，才能向广大观众说清楚情况并使其信服。 1

[1] 此文原题（(如何看电视》（“ H o w to  Look at Television”），是阿多诺 1952— 1!)53年重访

美国时用英语写成的文章，首发于《好莱坞电影、广播和电视季刊》(H o/fyw o o d Q u a rte ri/ o f f i /m , 

19M 年春季卷，后被收人罗森伯格与怀特合编的《大众文化：美国的通俗艺术》

—书时改名为《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 （ “ Television and the Patterns o f Mass Culture,” in  B. Rosenberg 

and D. M anning White eds., Mass Cultuic: The Popular Arts in America, New Y ork: Free Press, 1957, pp. 474- 

488)。同时，此文还被改写为德语文章《电视作为意识形态》（“F e rn s e h e n a ls ld e o lo g ie” ），最 

终被收人《阿多诺文集•文化批评与社会》 （Gesammrife Scftriften: /C u /m rtr iu i unt/ Gese/fec /ia ft J7, B d .

10.2> Frankfim  am M ain: SuhAamp Verlag, 1977, S. 518>532 ) a 本文译自英文，未参考德语改写本。----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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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的改进之处主要不是从艺术、纯审美的层面来构想的，它与现 

在的习俗无关。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天真地认为自主艺术 （ autonomous art) 

和大众媒介之间的二分法理所当然。我们都知道二者的关系非常复杂。 

今 天 所 谓 的 “阳春白雪”（long-haired) 和 “下里巴人”（short-haired)，这 

两种艺术之间的僵硬划分是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如果认为以前的艺术 

是完全纯粹的，认为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只考虑艺术品的内在一致性， 

而不考虑它对观众的影响，那就显得太浪漫了。戏剧艺术尤其离不开观 

众 的 反 应 。相 反 ，美学残余所要求的某种自主的东西，那个自足的世 

界 ，即使在大众文化 （ mass culture) 最不起眼的产品也仍然存在。事实上， 

目前生硬地将艺术划分为自主的和商业的两个方面，本身主要就是商业 

化的结果。在 1 9世纪上半叶的巴黎，“为艺术而艺术”（rartpourrart) 这 

一口号在争议中被发明出来绝非偶然，因为那正是文学第一次真正成为 

大规模的商业活动的时候。许多带有“为艺术而艺术”这种反商业标志的 

文化产品，在诉诸煽情或极力展示物质财富和感官刺激而牺牲作品的意 

义方面，都显示出商业主义的迹象。这种趋势在本世纪头几十年的新浪 

漫主义戏剧中很是明显。

通俗文化的新与旧

为了公正:t也对待所有的这些复杂之处，有必要对现代大众媒介的背 

景和发展做更为细致的审查，而局限于目前条件的传播研究则意识不到 

这些。我们必须确定当代文化工业的出产之物与较旧的“低截”艺术或通 

俗艺术形式、与自主艺术有什么共同之处，它们的区别何在。在这里， 

只要指出目前通俗文化 （ popular culture) 的原型是在中产阶级社会发展的 

较早时期-一-^在英国大约是在17—4 8 世纪之交或18世纪初—— 确立的就 

足够了。根据英国社会学家伊恩.瓦特111的研究，那个时期的英国小说， 1

[1] 伊 恩 •瓦 特 （IimWatt,丨9 1 7 -1 "9> , 出生于英国， 在美国斯坦描大学住教， 名的文 

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学家，其代表作是《小说的兴起：笛福、理S 逊和菲尔丁研究》

N ovel: Studies in  D efoe, Richardson and Ficldingt 1 9 57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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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笛福和理查逊111的作品，标志着一种有意识地创造、服务并最终控 

制 “市场”的文学生产路径的开启。今天，文化产品的商业生产已经变 

成流水线，通俗文化对个人的影响也随之增加。这一过程并不局限于数 

量，而是形成了新的质变。虽然新近的通俗文化吸收了其前辈的所有元 

素，特别是其所有的“禁止”元素，但由于它已发展成一种体系因而明 

显不同于以往。因此，通俗文化不再局限于诸如小说或舞曲之类的某些 

形式，而是抓住了艺术表达的所有媒介。这些形式的结构和意义显示出 

惊人的相似性，即便它们表面上看起来几无共同之处（如爵士乐和侦探 

小说)。它们的产出已经增加到如此程度，以致任何人躲避它们都几无可 

能，甚至那些以前远离通俗文化的人—— 一方面是乡下人，另一方面是 

受过高等教育者—— 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商业”文化体系越是 

扩张，它就越是倾向于同化过去的“严肃”艺术，让这种艺术适应于该体 

系自身的要求。这种控制是如此广泛，以致任何违反其规则的行为都会 

被先天地贴上“高雅”（highbrow) 的标签，几乎没有机会传播到广大民 

众之中。这个体系的共同努力产生了可以被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导意 

识形态（prevailingideology) 的东西。

当然，在今天的模式中有许多典型的变化；例如在情欲层面，以 

前男性被描述为主动攻击，而女性则处于被动防守，然而在现代大众  

文化中，这一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已出现反转，尤其是像沃尔芬斯坦和 

莱特斯所指出的那样。M而更重要的是，在早期小说中依稀可见并在 

如今基本得以保存的这种模式本身，到现在则已变得凝固化和标准化 

了。最重要的是，这种僵硬的制度化将现代大众文化转变为一种连做 

梦都想不到的心理控制媒介。现代大众文化的重复性、 自我同一'性 

(selfsameness) 和无所不在性倾向于形成自动化的反应，从而肖IJ弱个体 

的抵抗力量。 1 2

[ 1 ]  塞缪尔■理奄逊（SamuelRidmdson, 1689-1761),英国小说家，著 有 《帕美拉》等，——  

汉译注

[2]  这里可能是指心理学家玛莎•沃尔芬斯坦（Martha W olfcnstein) 和 内 森 • 莱 特 斯 （N a than

Leites) 出版的《电影：一项心理学分析》（M ov/es: A  1950)。----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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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笛福和印刷商理查逊计算他们的产品对受众的影响时，他们 

不得不根据直觉进行推测；因此，依然有发展偏差带来某种回旋余地。 

如今，这样的偏差已被简化为在为数不多的选项中进行多项选择。以下 

的1#况可以作为一个实例。19世纪上半叶，大量出版并为大众消费服务 

的通俗或半通俗4、说 ，曾被期望引发读者的紧张情绪。尽管善胜恶的情 

节基本上已呼之欲出，但欧仁 •苏 11]和大仲马作品中迂回曲折、无穷无尽 

的 情 节 和 次 生 情 节 （subplots) 却很难让读者持续地意识到其中的道德意 

义。读者可以期待发生任何事情。这种情况如今已不再成立。每一个看 

悬疑剧的电视观众都绝对知道故事会如何走向终点。紧张情绪只是表面 

上维持着，而不太可能再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相反，观众会一直感到

身处安全地带。这 种 对 “安全地带感” （ feeling on safe ground) 的渴望----

反映了婴幼儿对保护的需求，而不是对刺激的欲望—— 被投其所好。兴 

奋 的 元 素 只 是 虚 情 假 意 地 （with tongue in cheek) 被保留下来。这种变化 

与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向一个几乎“封闭”的社会的潜在转变吻合一致； 

而 面 对 这 种 “封闭”的社会，人们希望被接纳或害怕被拒绝。一切似乎都 

是 “命中注定的”。

现代大众文化正在增长的力量因受众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被进一步増 

强。旧有的文化精英已不再存在；现代知识界只是部分地与之相符。与 

此同时，大量原本不了解艺术的各色人等变成了文化的“消费者”。现代 

的受众虽然也许欠缺由传统培育而成的艺术升华能力，但在对技术完美 

和信息可靠的要求上，以及在对“服务”的渴求上已变得更加精明；他 

们也更加相信消费者对生产者的潜在力量，无论这种力量是否被真正使 

用过。

受众的变化如何影响了通俗文化的意义，也可以做出说明。内化 

(internalization) 的元素在早期理查逊式的清教小说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一元素已不再盛行，因为它是基于“内在性”（inwardness) 在最初的新 1

[1] 约 瑟 夫 . 玛 丽 . 欧 仁 . 苏 （Joseph Marie Eugine Sue_ 18〇4- 版 7) , 法国怍京，其R 衣作是 

《巴黎的秘密》，当时常与大仲马相提并论。——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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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和早期中产阶级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随着新教基本教义的深刻影 

响逐渐消退，文化模式越来越反对“性格内向者” Onttovm)。正如理斯 

曼所说：

... 被我称为“内在引导”（inner-directed) 型的早期几代美国人，

其从众性主要是通过他们对成人权威的内化来加以保证的。相比之 

下，今天美国城市中的中产阶级，_也就是“他人引导”（other-directed〉 

型，从特征意义上来说更多的是其同龄人的产物—— 用社会学的术语 

表述，是 其 “同侪群体”（peer-groups) ,是学校里或街区里的其他孩 

子的产物。 w

这种情况也反映在通俗文化上。^•内在性、内心冲突和也、理矛盾的 

强 调 （它们在早期通俗小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是通俗小说的独创性 

所在）已经让位于毫无问题的庸俗状（clicM-llke) 的人物塑造。然而，控 

制着帕美拉、克拉丽莎和洛芙莱斯们Pl内心冲突的体面准则却几乎完好无 

损。131中产阶级的“本体论”以一种近乎僵化的方式被保存下来，却与中 

产阶级的心态相分离。这种中产阶级的“本体论”被叠加在与它的生活条 

件和精神构成不再一致的人身上，呈现出一种越来越专制同时也越来越 

空洞的特征。

旧有的通俗文化中明显的“天真烂缦”（naivetd) 5 ；被规避。大众

【lj David Riesman_ 71e Crowd, New Haven, 1950, p.« ----原注

P I 帕美拉（Pamela) ,克拉丽莎（Clarissa)和洛芙莱斯（Lovelace) 均为理查逊书信体小说《帕 

美拉》《克拉丽莎》中的人物。—— 汉译注

[3]性格外向者的思想体系的演变可能也有其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在19世纪通俗文学的低 

级类型中，当时的体面准则脱离了它的宗教根源，因而越来越具有一种不透明的禁忌特征•然而， 

在这方面，电影的成功似乎标志着决定性的一步t 阅读作为一种感知和统觉行为可能给它带来了 

某种内化I 读小说的订为非常接近于内心独白* (monologueimerieurh现代大众媒介中的可视化 

(visualization) 却实现了外化•内在的观念通过面部的表现力仍然保持在过去的肖像画中，如今它已 

让位给一眼就能抓住的淸晰无误的光学信号。即使电影或电视节目中的一个角色不是他所表现出来 

的那样1 他的外表也以这样一种方式处理，以至于他的真实本性没有任何疑问。因此，没有被表现 

为粗野之徒的反面人物至少必须“温文尔雅”，而他那令人厌恶的圆滑和温和的举止则痤不含糊地表 

明了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一一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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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如果不是老于世故的，至少必须是最新式的—— 也就是说，“现实 

的”或冒充现实的—— 以满足被认为是幻灭的、蒈觉的、冷酷的受众的 

期望。与内化紧密相关的中产阶级要求—— 如专注力、智性努力和博 

学—— 必须不断降低。这不仅适用于历史记忆比欧洲少的美国，而且它 

也具有普世性，适用于英国和欧洲大陆。[11

然而，这种明显的启蒙进步已大大被倒退的特性所抵消。早期的通 

俗文化在其社会意识形态与消费者生活的实际社会条件之间保持着一定 

的平衡。这可能有助于保持 18世纪通俗艺术和严肃艺术之间的边界线， 

使其比今天更灵活。阿 贝 •普 雷 沃 （Abb6 Pr6v〇St) 是法国通俗文学的奠 

基人之一；但 他 的 《玛侬 .莱斯考》（勤 加 iescaut) 完全没有陈词滥调、 

艺术上的粗鄙和精心设计的效果。同样，在 18世纪后期，莫扎特的《魔 

笛》 在 “高雅”和通俗风格之间也取得了平衡，这在今天 

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现代大众文化的祸根似乎在于它坚持早期中产阶级社会几乎不变的 

意识形态，而其消费者的生活却与这种意识形态完全格格不人。这可能 

就是现代通俗艺术显性和隐性“讯息”（message) 之间存在差距的原因。 

虽然在公开层面英国清教徒中产阶级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得以宣扬，但隐 

藏的讯息指向的却是一种不再受这些价值观约束的心灵构架。相反，今 

天的心灵构架是将传统的价值观念转变为日益等级森严和专制的社会结 

构规范。即使在这里，必须承认专制主义的成分也存在于旧有的意识形 

态 中 ，当 然 ，这些意识形态从未完全表达真理。但是这种调整和不加反 

思 的 顺 从 的 “信息”在今天似乎占主导地位，而且无处不在。从宗教观念 

中获得并保持的价值在脱离其根源后是否会获得不同的意义，应加以仔 

细审查。例 如 ，女 性 的 “贞洁”（purity) 概念是通俗文化中的常数之一。 

在早期阶段，这一概念被处理成淫欲和内化的基督教贞节理想之间的内 

在冲突，而在今天的通俗文化中，它被教条地假定为一种价直本身。同

[I]值 得 注 怠 的 是 ，反 对 “博学”的倾向在通俗文化的开端就已经存在了，特刖.Sffi'fiJ, 他 

有意反对他那个时代的博学文学（learncdiiteramre) , 并以蔑视每一种风格和艺术结f t的k s . 

对 “生活”的明显忠实而闻名于世• ——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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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这种模式的雏形在《帕美拉》等作品中也可见一斑。然而，在那里， 

它似乎是一个副产品；而在今天的通俗文化中，只 有 “好女孩”才会结 

婚，而且她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把自己嫁出去的观念，甚至在理查逊的冲 

突开始之前就已深入人心。[1]

现代大众媒介的受众越是显得脱节和分散，大众媒介就越是倾向于 

对他们进行“整合”（integm i〇n)。从众和墨守成规的理想从一开始就内 

在于通俗小说中。然而，现在这些理想已被转化为相当明确的该做什么 

和不该做什么的规定。冲突的结果是预先确定的，所有的冲突不过都是 

假象。社会总是赢家，而个人只是被社会规则操纵的木偶。诚然，19世 

纪那种类型的冲突—— 如逃离丈夫的妻子、乡土生活的单调和日常生活 

的琐碎—— 在今天的杂志故事中经常出现。然而，由于规律性对定量处 

理构成的挑战，这些冲突的结果是有利于这些妇女想要摆脱的那种处境 

的。这些故事教导读者，一个人必须“现实”一些，必须放弃罗曼蒂克的 

念头，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调整自己，不能对任何个人有更多的期望。中 

产阶级在个性和社会之间的长期冲突已沦为模糊的记忆，而这种讯息无 

一例外是对现状的认同。这一主题并不新鲜，但其永恒的普遍性赋予了 

它完全不同的意义。对传统价值观不间断的大肆宣传似乎意味着这些价 

值观念已经失去了其实质内容，意味着人们担心，除非外界不断地向他 

们保证他们不能这样做，否则他们真的会遵循自己的本能冲动和有意识 

的见解。讯息越不被真正相信，与观众的实际存在越不协调，它在现代 

文化中就越被绝对地维护。人们可能会猜测，这种不可避免的伪善是否

【1 ] 其中一个®要的区别似乎是，在 18世纪，从专制和半封建传统中走向解放的迎俗文化， 

其概念本身具有进步的意义，强调个人的自主性（amonomy> ,即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决定。这有着 

多重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早期的通俗文学为那些强烈反对理查逊所设定的文学模式却依然受到 

欢迎的作家留下了空间。这当中最突出的例子是菲尔丁，他的第一部小说是从模仿理查逊开始的。 

比较理査逊和菲尔丁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会很有趣„菲尔丁几乎没有取得与理査逊同样的成功。然 

而，如果认为今天的通俗文化会允许《汤姆•琼斯》的对等物出现，那就太荒谬了。这可能说明 

了当今通俗文化的“偎化”之争•尝试将诸如伊夫林.沃（EvdynWaUgh> 的 《至爱 》 （ r a e io v e d  

C to} 这样的小说改编成电影，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实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剧本的写和编辑将  

会非常频繁，以至于它与原著的思想已无任何相似之处。——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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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惩罚性和施虐狂式的严厉。

多层次结构

通往电视的深层心理学方法不得不关注其多层次结构。大众媒介不 

仅仅是其所描述的行为或这些行为所辐射出的信息的总和，它也包含着 

相互叠加的不同的意义层次，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效果。的确，由于其可 

计算的性质，这些理性化的产品 （ rationalized products) 似乎比真正的艺 

术作品更清楚地表达了它们的含义，而真正的艺术作品永远不能归结为 

某种明确无误的“讯息”。但是，多形态意义（polymorphicmeaning) 的遗 

产已被文化工业所接管，因为它所传达的内容已被它自行整理，以便同 

时吸引不同心理层次的观众。事实上，隐藏的讯息可能比公开的讯息更 

重要，因为这种信息会逃脱意识的控制，不会被“看穿”，不会被销售阻 

力挡住，而是很可能会沉人观众的心底。

大众媒介的各个层面很可能都涉及精神分析所强调的意识和无意识 

的所有机制。电视材料的表面内容、公开讯息及其隐含意义之间的区别 

通常明显且非常清楚。各种层次的僵硬叠加可能是大众媒介区别于自主 

艺术的融合式产品 （ integrated products) 的特征之一，在自主艺术中，各 

种层次融合得更加彻底。在研究材料对观众的全部效果时，不能不考虑 

隐藏的意义与公开的意义相结合的问题，而这正是迄今为止被人忽视却 

被我们关注的各个层次的相互作用。这与许多社会科学家的共同假设是 

一致的，即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政治和社会趋势，特别是那些极权主义 

性质的趋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非理性的并且常常是无意识的动力所马区 

动的。我们的材料中，究竟是有意识的讯息还是无意识的讯息更重要， 

这是很难预测的，只有在仔细分析之后才能进行评估。然而，我们确实 

意识到的情况是，公开的讯息可以根据精神动力学（psychodynamics) ——

-也就是它与本能冲动和控制的关系—— 更充分地解释，而不是以一种天 

真的方式看待公开的讯息，忽略它的含义和预设。

在实践中，公开的讯息与隐藏的讯息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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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隐藏的讯息经常旨在强化传统上僵化的和“伪现实”的态度，这种 

态度与表面讯息会更理性地宣传的公认观念相类似。相反，许多压抑的 

满足在隐性层面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却被允许以玩笑、下流的评论（off- 

colour remarks)、 暗示的情境和类似的手段浮在表面，显现 自己。 然而， 

所有这些不同层面的互动都指向一个明确的方向：倾向于引导受众反 

应。这与普遍持有的怀疑是一致的（尽管很难用确切的数据加以证实）， 

亦即如今的大多数电视节目旨在制造，或至少是复制那些似乎符合极权 

主义信条的装模作样、思想被动和轻信上当，即使这些节目的明确的表 

面讯息可能是反极权主义的。

借助现代心理学的手段，我们将试图确定引发成熟、成人和负责任 

的反应的节目，其主要先决条件是什么—— 这类反应不仅在内容上，而 

且在看待事物的方式上意味着那种自由民主社会中自主个体的观念。我 

们完全明白，对这种人的任何定义都是危险的；但我们也非常清楚，一 

个值得被称为“自主个体” （ autonomous individual)的人不应该是什么样子， 

而这个“不”实际上是我们考虑的焦点。

当我们说到电视节目的多层次结构时，我们想到的是各种不同程度 

的显性或隐性的叠加层，它们被大众文化用作“操纵”受众的一种技术手 

段。列奥.洛文塔尔在发明“反向的精神分析” （ psychoanalysis in reverse) 

这一用语时巧妙地表达了这一点。它所隐含的意思是，多重人;^的精神 

分析概念不知怎么被文化工业接管了，这个概念被用来尽可能完全地诱 

骗消费者，以便使其在心理动力上为预先策划的效果服务。如下的明确 

划分于是被贯彻始终：被允许的满足、被禁止的满足和被禁止的满足以 

某种修改和偏离的形式重现。

可以用例子说明多层次结构的概念：有一部超轻的恶作喜剧，女 

主角是一名年轻的学校教师，她不仅工资过低，而且不断被一个夸张的 

角色，即一位自负而专权的校长罚款。因此，她没有钱吃饭，而且实 

际上也正在挨饿。那些被认为是有趣的场景大多是她试图从各种熟人 

那里抢到一顿饭，但通常都没有成功。一提到食物和吃饭，似乎就会 

引起笑声—— 这是一种能被经常看到的情况，并且也需要人们对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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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表面上看，这部剧只不过是由女主角和她的主要对手不断陷人 

到痛苦情境中所提供的一种轻微娱乐。剧本并没有试图“推销”任何想 

法。“隐藏的意义”只是通过故事看待人的方式而显现出来；因此，观众 

被邀请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角色，而没有意识到教化（indoctrination) 的存 

在。这位工资过低、受人虐待的学校教师角色试图在普遍存在的对知识 

分子的蔑视和对“文化”同样约定俗成的尊重之间达成一种妥协。女主 

人公表现出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和活力四射（high-spiritedness)，用来引 

起人们对她的认同，并补偿了她和她的同类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低下。 

被设定的核心人物不仅应该非常迷人，而且她还能经常说俏皮话。根据 

一套固定的认同模式，剧本暗示着如下道理：“假如你和她一样幽默、善 

良、机智、迷人，就不用担心拿着忍饥挨饿的工资。你可以用幽默的方 

式来应对挫折；你的大聪明高才智使你不仅超越了物质上的匮乏，而且 

超越了其他人。”换句话说，剧本采用了精明的方法来促进对羞辱性境 

况的适应，即将羞辱性境况呈现为客观的滑稽，并描绘出这样一个人的 

形象：她甚至把她自己的窘境也体验为一种明显摆脱了任何怨恨的取笑 

对象。

当然，这种潜在的讯息不能被认为是严格心理学意义上无意识的， 

而毋宁说是“不起眼的”（inobtrusive) ; 这一讯息仅被隐藏在一种假裝不 

接触任何严肃的东西，并期望被视为无足轻重的风格中。然而，即使是 

这样的娱乐也往往会在受众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为他们设定模式。

同一主题的另一部喜剧会让人想到滑稽剧。 一 个脾气暴躁的老妇人 

为 她 的 猫 （凯西先生）立了遗嘱，并让终生演员中的一些教师成为继承 

人。后来发现，真正的遗产只是猫的那些玩具，毫无价值。情节是这样 

设计的：每个继承人在阅读遗嘱时都想要表现得好像他认识这个人（凯西

[ 1 ] 矛盾的是，理性(现实原则)越被带到极端，它的最终目的(实际满足)就越倾向于显得“不 

成熟”和荒谬，不仅是吃东西，而且就连不受控制的性冲动的表现都容易引起观众的笑声—— 为了 

避免笑声，电影中的接吻通常不得不有所引导，表演也不得不为它们而安排.然而，大众文化从未 

完全成功地消除潜在的笑声。当然，笑是由所谓的对感官愉悦的幼稚病（in fa n tilis rrO 诱发的，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压抑机制，笑是对禁果的防御。——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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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一样。最后的关键点是，猫的主人在每个玩具里放了一张百元美 

钞；而继承者们则跑到焚化炉那里去找回他们的遗产。这里让受众理解 

的是：别指望不可能的事情，不要做白日梦，要现实一些。观众被赋予 

了这样的理解：“不要期待不可能，不要做白日梦，但要现实。”将异想天 

开、不合理的赐福与不诚实、虚伪和通常不体面的态度联系起来，就强 

化了对那种典型的白日梦的谴责。让观众明白的是：“那些胆敢做白日梦 

的人，那些期望天上掉馅饼的人，那些忘记任何提醒而接受荒谬遗嘱的 

人，同时也是那些你可能指望能够受骗上当的人。”

在这里，或许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那些掌控、策划、编写和导演 

节目的人是否知道电视隐藏信息的这种险恶效果？或者甚至有人会问： 

根据普遍的假定，艺术作品可以被正当理解为是作者的心理投射，那么 

那些特征是否可能是决策者自己头脑中无意识的投射？事实上，正是基 

于这种推理，有人建议对电视领域的决策者进行一项特殊的社会心理学 

研究。我们认为，这样的研究不会使我们走得太远。即使在自主艺术领 

域，投射的想法也被大大高估了。尽管作者的动机肯定会进人艺术品之 

中，但它们绝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完全决定一切。艺术家一且为自己设 

定了问题，问题本身就会产生某种影响；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他 

把最初的构想转化为艺术现实时，他必须遵循产品的客观要求，而不是 

他自己的表达冲动。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客观要求在大众媒介中并未起 

到决定性的作用，大众媒介强调对观众的效果远远超过任何艺术问题。 

然而，这里的整体组织往往会完全限制艺术家的投射机会。那些制作素 

材的人常常牢骚满腹地遵循无数的要求、经 验 法 则 （ rules o f thumb)、 

固定模式和控制机制，它们必然会把任何种类的艺术自我表达范围缩小 

到最低限度。大众媒介的大多数产品不是由一个人生产的，而是集体 

合作生产的这个事实—— 正如迄今讨论的大多数例证碰巧都是如此——  

只是造成这种普遍存在的情况的一个因素。从作者的心理学角度来研究 

电视节目，差不多相当于从已故福特先生的精神分析学角度来研究福特 

汽车。



自以为是

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丨435

电视节目所使用的典型心理学机制和使它们自动化的手段只在电视 

传播中少数给定的有效参照系中起作用，社会心理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它们。我们都很熟悉电视内容的不同分类，比如轻喜剧、西部片、 

悬疑剧、所谓剧情烧脑剧（sophisricatecipkys) 等等。这些类型已经发展 

成程式，在一定程度上预先确立了观众在面对任何具体内容之前的态度 

模式，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任何具体内容被感知的方式。

因此，要理解电视，仅仅揭示各种节目和节目类型的含义是不够 

的；还必须考察一字一句被说出之前含义已在运作的种种预设。最重要 

的是，节目类型已经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观众在面对每一个节目之前 

都带着一种既定的期待模式—— 就像收音机里把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 

曲作为主题曲播放，PJf众刚听了个开头就会自动对号人座：“啊哈，严肃 

音乐!”或者当他听到管风琴曲时同样也会自动反应：“啊哈，宗教!”以 

往经历的这些光环效应在心理上可能与它们为之铺平道路的现象本身的 

含义一样翼要。因此，这些预设应该受到同等的重视。

当一部电视剧以《但丁的地狱》（“Dante’s Inferno”）为题，当第 

一个镜头是一家同名夜总会，当我们看到一个戴着礼帽的男人坐在酒吧 

里 ，而离他不远处一位满脸愁容、浓妆艳抹的女子又在点一杯酒时，我 

们几乎可以断定，很快就要发生谋杀。表面上个性化的情境实际上只是 

作为一个信号，将我们的期待推向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假如我们除了《但 

丁的地狱》从未看过任何东西，我们可能不会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事实上，种种巧妙和不那么巧妙的设计已经让我们明白，这是一部犯 

罪剧，我们有权期待一些邪恶、也许非常可怕并且具有施虐倾向的暴力 

行为，期待男主角从一个很难获救的处境中化险为夷，期待酒吧高脚髡 

上的那位女子或许不是主犯，但作为黑帮分子餅头的她很可能会丢了/_!、 

命 ，等等。然而，这种万能模式的条件作用却在电视机里屡试不爽。

促使观众如此这般地看待日常事物（如夜总会)，并将日常生活中的 

普通场景作为可能发生犯罪的暗示，这种方式导致他看待生活本身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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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生活及其冲突一般都可以在这样的关系中予以理解。W 这可能有足够 

理由成为反对各种大众媒介的老式论点的真理之核，因为大众媒介煽动 

观众犯罪。至关重要的是，这种犯罪常态化的氛围，其基于生活状况的 

平均期望的呈现，从未如此浓墨重彩地表达过，而是靠铺天盖地的物质 

财富来建立的。它对某些观众群体的影响，可能比通常从此类节目中衍 

生出来的罪与罚的公开道德更为深远。关键不在于犯罪作为一种本来受 

到控制的性冲动或攻击冲动的象征性表达如何重宴，而在于在所有直接 

的感知觉问题上，这种象征主义已与被迂腐维护的现实主义相混淆。因 

此，无论这种“现实主义”的外表建造得多么顽固，经验生活者15被注人了 

一种实际上排除了充分经验的意义。这影响了戏剧的社会和心理功能。

很难确定希腊悲剧的观众是否真的经历过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净化 

(catharsis) —— 事实上，这一理论在悲剧时代结束后发展起来，似乎它本 

身已经理性化，已是一种用实用主义、准科学的术语来陈述悲剧目的的 

尝试。无论如何，似乎可以肯定的是，那些看过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 

亚》（Oresteia) 或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Oc/eî us) 的人不太可能 

把这些悲剧（其主题众所周知，其兴趣集中在艺术处理上）直接翻译成曰 

常用语。观众并不期望在雅典街头转角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事实上，伪 

现实主义允许通俗文化完成直接和极其原始的认同，它把无关紧要的建 

筑、房间、服装和面孔的外观呈现出来，仿佛它们承诺了随时会发生令 

人激动和兴奋的事情。

为了建立这种社会心理学的参照系，人们必须系统地深究各种范 

畴一~如犯罪的常态或伪现实主义等等一 "以确定它们的结构统-H4 , 并 

解释与这个参照系有关的具体手段、符号和刻板印象。在这个阶段，我 

们假设参照系和个别手段将在方向上趋同。

[ 1 ] 这种关系同样不应被过分简化。无论现代大众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模糊了现实和审美之间 

的区别，我们的现实主义观众仍然意识到一切都是“闹着玩” （in  不能认为对现实最初的直接

感知发生在电视的参照系内，尽管许多电影观众在离开电影院时回忆起熟悉的景象有一种疏离感： 

所有的东西看起来仍然是电影情节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用心理遗留物（psycho logica l ca rry-ove rs) 

来解读现实，做好看待普通亊物、仿佛它们背后隐藏着某种威胁性奥秘的准备。这种态度似乎与大  

众的错觉同频共振，后者怀疑贪污、腐败和阴谋之类的东西无所不在。一 原 注



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丨437

只有针对伪现实主义之类的心理背景，只有针对犯罪的常态之类 

的潜在假定，电视剧特定的刻板印象才能被有效解读。正是因为所设定 

的参照系暗示着标准化，所以才自动产生了许多刻板印象。此外，电视 

制作技术使得刻板化几乎不可避免。可供编写剧本的时间很短，大量的 

素材又被源源不断地造了出来，这就需要某些程式。此外，在只有一刻 

钟到半小时的戏里，似乎不可避免的是，观众每次面对的人都要通过红 

绿灯强烈地显示出来。我们并不是在处理刻板印象本身存在的问题。由 

于刻板印象是经验的组织和预期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能防止我们陷入思 

想的混乱和无序，所以任何艺术都不能完全弃它们而去。和之前一样， 

功能的变化才是我们关心的方面。刻板印象在当前文化工业的机构中变 

得越是物化和僵化，人们就越不可能随着他们经验的发展而改变他们先 

人为主的观念。现代生活越是变得晦暗和复杂，人们就越是倾向于拼命 

地抓住那些陈词滥调，它似乎为一些原本无法理解的事物带来了一些秩 

序。因此，人们不仅可能失去对现实的真正洞察力，而且最终他们的生 

活经验能力也可能会因为老是戴着有色眼镜而变得麻木迟钝。

刻板印象

在应对这一危险时，我们或许没有完全公正地对待一些需要被处理 

的刻板印象的含义。我们绝不应该忘记的是，每一个心理动力学现象都 

有两面性：无意识或本我元素，以及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虽然后者在 

心理学上被定义为一种防御机制，但它很可能包含着一些非心理学的客 

观真理，不能因为理性化的心理学功能而简单地将其推到一边。这样， 

一些特别针对大部分人心理弱点的刻板化讯息可能被证明是相当合理 

的。然而，可以公平地说，可疑的道德祷告比如“人不应该想人非非” (one 

should not chase after rainbows) ,很大程度上已被通过扭曲世界来引诱人们 

进行机械简化的威胁所遮蔽，这种扭曲世界的方式似乎符合预先建立的 

分 类 框 架 （pigeonholes)。

然而，这里选用的例子应该可以相当尖锐地表明刻板印象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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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有关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和庇隆[1]的混合体）的电视剧，展现了 

独裁者在危机时刻的样子；而剧的内容则是他的内外崩溃。他崩溃的原 

因究竟是民众动乱还是军事政变，永远无从知晓。但无论是这个问题还 

是其他任何社会或政治性质的问题，都没有进人情节本身之中。事情的 

进展完全是在私人层面上进行的。独裁者只是一个对•他的秘、书 和 “可爱而 

热心肠的”妻子有虐待倾向的无赖。他的对手是一位将军，此人曾经爱上 

过他的妻子；而二人也仍然彼此相爱，尽管妻子忠于她的丈夫。迫于丈 

夫的残暴，她试图逃跑，却被想要救她的将军拦截。当卫兵包围宫殿， 

准备去保护独裁者那个人见人爱的妻子时，故事迎来了转机。卫兵们一 

得知她已离开，他们便退了出来；而那位独裁者则在“自我膨J3长” （ inflated 

ego) 得爆炸的同时认输了。独裁者不过是一个自负却懦弱的坏人。他的 

所作所为似乎极其愚蠢；独裁统治的客观动力学一点也没有显现出来。 

由此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极权主义源于野心勃勃的政治家的'性格障碍，

并被那些观众应当认同的人物的诚实、勇气和热情所推翻。这里釆用的 

标准手段是对客观问题进行虚假的个性化处理。受到攻击的思想代表就 

像这里的法西斯分子一样，以一种可笑而神秘的方式被描绘成恶棍，而 

那些为“正义事业”而战的人则个个被理想化了。这不仅分散了人们对任 

何真实社会问题的注意力，还强制将世界划分为黑（外群体）白 （我们， 

内群体）两色，这在心理上是极其危险的。当然，任何艺术作品都不能抽 

象 地 （ in abstract。）处理思想或政治信条，而必须以它们对人类的具体影 

响来加以呈现，然而，如果把个人仅仅呈现为抽象概念的标本，呈现为 

表达理念尚木偶，那将是完全徒劳的。为了应对极权主义体制的具体影 

响，展现普通人的生活是如何受到恐怖和无能影响的比处理大佬们（big- 

shots) 的虚假心理更值得称道，后者的英雄角色被这种处理方式默许， 

即使他们被描绘成反派人物。分析伪个性化（pseudo-personalization) 及其

[1J 这里应该是指胡安•庇隆（Juan PCr6n，1895-1974),阿根廷民粹主义政治家，在 1946—  

年、1973-1974年期间曾三次出任阿根廷总统。他上任后釆取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策，并将此  

称为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这种政策和道路被人命名为“庇隆主义”。——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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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的重要性几乎不存在任何问题，而且这绝不仅限于电视。

虽然伪个性化是指电视中“看待事物”的刻板化方式，但我们也应 

该在狭义层面指出某些刻板印象。许多电视剧都可以被冠以“漂亮女孩 

不犯错 ” （ a pretty girl can do no wrong) 的缚号。用乔治 .莱格曼 （ George 

Legman) 的话说，.轻喜剧的女主角是一位“泼妇英雄” （ a bitch heroine)。 

她对待其父的方式非常不人道和残忍，却只被轻描淡写地合理化为“快 

乐的恶作剧”。但她受到的惩罚就算有的话也很轻微。的确，在现实生活 

中，坏人坏事很少完全受到惩罚，但这并不能适用于电视。在这里，那 

些为电影制定制作守则的人似乎是对的：在大众媒介中，重要的不是在 

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什么，而是观众通过对所看材料的认同而吸收的积极 

和 消 极 的 “讯息”、规定和禁忌。对漂亮女主角的惩罚只是名义上满足了 

刹那间良心的常规要求，但是却让观众有了这样的理解：美女主人公的 

确可以逃过万劫，只是因为她长得漂亮。

这里讨论的这种态度似乎表明了一种普遍的嗜好。在另一个涉及“信 

任骗局”的系列滑稽小品（sketch) 中，一个积极参与骗局的迷人女孩不 

仅在被判长期监禁后获得假释，而且似乎很有可能与她的受害者结婚。 

当然，她的性道德是无可指责的。观众应该第一眼就会喜欢她，因为她 

谦虛、低调，而观众也一定不会失望。虽然她被证明是一个骗子，但最 

初的认同必须得到恢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必须被保持。对好女孩的刻 

板印象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连她的犯罪证据都无法把它摧毁；而且无论 

如何，她一定是她看上去的样子。不用说，这样的心理学模型倾向于证 

实年轻女孩的剥削性、贪婪性和攻击性态度—— 这种性格结构在精神分 

析学中被称为口唇攻击性 （ oral aggressiveness)。

有时候，这样的刻板印象被装扮成国家层面的美国特征，成为美 

剧情节的一部分，在那里，傲慢、自私却又极为迷人的女孩对其可怜的 

父亲百般蹂躏，这种人物形象已经成为一种公共习俗。这种推理方式是 

对美国精神的侮辱。高压式宣传和不断地推广把一些讨厌的类型制度化 

了，却并没有使类型成为一个民间传说的神圣象征。今天许多明显具有 

人类学性质的考虑往往只是掩盖令人反感的风尚，仿佛它们具有民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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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自然性质。顺便说一句，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浅尝辄止般稍作审 

视，电视材料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想起具有“反向的精神分析”资格 

的精神分析概念。精神分析学已经描述了把攻击性和依赖性特征的对•抗 

趋向结合到一起的口唇综合征。这种性格综合征在一个不会犯错的漂亮 

女孩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她对父亲既攻击又利用，从表层来看， 也对' 

他的依赖和憎恶可以说平分秋色。滑稽小品和精神分析的区别很简单， 

前者颂扬的是同一种综合征，这种症候在精神分析中被视为是回归婴幼 

儿发育阶段，而精神分析学家则试图消灭这种症候。是不是一些相似的 

东西也适用于某些类型的男英雄，尤其适用于那种超级男子汉（super-he- 

man) ， 这还有待观察。这种男人很可能也是不会做错事的。

最后，我们应该涉及一种相当普遍的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由 

于被电视认为是理所当然而被进一步强化了。与此同时，这个例子可能 

有助于表明，某些精神分析对文化刻板印象的解释并非真的过于牵强附 

会；精神分析归因于某些刻板印象的潜在想法已浮出水面。有一种非常 

流行的观点认为，艺术家不仅无法适应环境，性格内向，先天有点滑 

稽；而且他的确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怯懦之徒，“娘娘腔”（sissy)。换 

言之，现代合成的民间传说倾向于将艺术家等同于同性恋，并且 只 把 “行 

动中人” （ man of action) 尊为一个强壮的真男人。这一观念在我们掌握 

的喜剧剧本中以一种令人惊讶的直接方式被表达出来。该剧描绘了一个 

年轻人，他不仅是一个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的“笨蛋”（dope) , 而且还是 

—个害羞、孤僻因此毫无才华的诗人，他的歪诗 （ m oronic p o e m ) 被人嘲 

笑。111他爱上了一个女孩，但他太懦弱，也太缺乏信心，以致无法沉溺于 

她粗鲁建议的搂脖子接吻的练习 （ necking practices) 中。而在女孩这边，

[ 1 ]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正是这种嘲笑表达了这个男孩并不打箅代表艺术家，而是只代表•'笨 

蛋”，但这可能过于理性主义了。同样，就像学校老师的例子一样，官方对文化的尊重阻止了对■艺 

术家本身的讽刺•然而，通过刻画这个男孩，尤其是通过他写诗的行为，间接地实现了艺术活动和 

愚蠢之间的相互关联。在许多方面，大众文化更多地是通过这种联想而不是严格的逻辑术语组织起 

来的。还可以补充说，对任何一种社会类型发起非常频繁的攻击，往往是通过明显地把攻击的)Pf象 

作为一个例外来寻找保护，而通过影射所形成的理解则是，他被当作了整体概念的一个样本a 一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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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则被讽刺成一个猎男狂（boy-chaser)。就像在大众文化中经常发生的那 

样，•性别角色被颠倒了—— 女孩特别好斗，而男孩则非常怕她，当她设 

法吻他时，他说自己“被女人玩弄”了。其中还有一些关于同性恋的低俗 

影射，不妨引用过来：女主角告诉她的男友，这个男孩爱上了某个人， 

该男友问：“他爱上了什么?”她回答说：“当然是一个女孩了。”她男友回 

应道：“为什么当然是？从前他爱的可是一个邻居家的乌龟，更重要的是 

那乌龟的名字叫山姆。”把艺术家当作天生无能者和社会弃儿（通过性反 

转的影射)，这种解释是值得检视的。

我们不会假装这些个别的说明和例子或解释它们的理论都是什么新 

东西。但是，鉴于电视所带来的文化和教化问题（pedagogical problem), 

我们认为具体发现的新颖性不应该是首要关注的问题。我们从精神分析 

学中得知，那种“但这一切我们全知道!”的推论通常是一种辩护之词^ 

这种辩护是为了将真知灼见打发成无关紧要之物，因为它们实际上让人 

不舒服，因为我们本该享受“生活的简单乐趣”时它们却在动摇我们的良 

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通过随机选取的一些例子，我 

们在这里已经指出和说明了对电视问题的调查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 

要认真对待我们大多数人都依稀熟悉的观念，把它们放在适当的语境中 

'和视角下，并用相关材料加以检验。我们建议，要专注于那些我们模模 

糊糊却又揣惴不安地意识到的问题，哪怕我们的研究进行得越深人越系 

统，不安的代价会随之増加。这里所需要的努力本身就有一种道德性 

质：有意识地面对在不同层面上运作的心理机制，以免成为盲目和被动 

的受害者。只有当我们可望有一天能以被电视意象表达出来的同一种精 

神去看待电视时，我们才能改变这种具有深远潜力的媒介。

2022年 1 1月 1 1 曰译 

2023年 5 月 2 3 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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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吵中的孩子在相互取笑时遵循着这样的游戏规则：鹦鹉学舌不 

管用。他们的智慧在所有心智成熟的成年人那里似已消失。奥伯豪森 

人 （Oberhausener) [21用 “爹地电影” （Papas Kino) 这一缚号来攻击电影

【1 ] 《电影的透明度》（“Filmtranspareme”）是阿多诺于1966年 11月 1 8日发表于《时代周报》 

(D/eZe/t) 的一篇文章，后收人《无模范》（0/w3eLeM>iW，Frankflirt/M.: Suhrkamp，1967)—"书中。此 

文由托马斯• Y•莱文 （Thomas Y. Levin) 译为英文，英文标题为 “Transparencies on Film”，首 发 于 《新 

德国批^ j〉> (NewGemianCr/rfgue) 第 24—25期 （1981— 1兕2年秋冬季号，第 199一205页），后被伯 

恩斯 坦 （J. M  Bernstein) 收入其编辑的《文化工业》一书 （ Theodor W Adorno, TTie Cu/mre Znt/uscrT： 

Se/ecfcJEssays on Afass Cu/fure，London: Roudedge, 1991，pp. 178-186)。本文译自英文版，关键用语及疑 

难之处参考了收在《阿多诺文集》中的德语原文（Gesii/n/iie/teSc/w进

B d 10.1，Frankfort am Main: Suhrkamp Veriag, I 977, S. 353-361)。需要说明的是，译者于 2014 年曾受李 

洋教授之托，校订过符晓同学翻译的这篇文章，但因时间仓促，一些问题没有校出。符 晓 译 文 《电 

影的透明性》发表于《电影艺术》2014年第 6 期，亦见西奥多•阿多诺等著，李洋主编：《电影的 

透明性：欧洲思想家论电影》，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 219—231页。也需要说明的  

是，此文原文每段都空一行，实乃阿多诺有意为之^对此现象，汉森在解释该文题目时曾有过捎带 

说明：此文标题以《电影的透明度》名之，其意非常模棱两可。“透明”这一比喻，可理解为一系列 

半透明的图像或幻灯片，而文章的格式则可以理解为一段段不连贯却并非不相关的纲要（apercus)。 

作者如此安排，是既当放映员又当观众，却并未积极参与“电影”的制作与批评。此外，德语的  

“Transparent” 一词亦指政治示威中展示的大幅标语，关联着这一事件的是代表着“德国新电影”的 

奥伯豪森人，它的敌人则是垂死的联邦德国电影工业。阿多诺以该词形成双关语义，并 在 《时代周 

报》上发表此文，是代表独立电影制作人的一种干预，从而也表明了自己的价值立场。参见 M iria m  B. 

Hansen, ̂ Introduction to Adorno, transparencies on Film* (1966),** in N ew  German Cridquef Autumn, 1981 - 

Winter, 1982, N o. 24 / 25, p. 193.—— 汉译注

[2J 奥伯豪森（Oberhausen) 是位于德国中西部的一座城市。l % 2 年，在奥伯奈森国际短片电 

影节上，26个德国青年电影人发出《奥伯豪森宣言》，号召建立“德国新电影” 此宣言的精神是“爸 

爸的电影死了”。——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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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近六十年的垃圾制作。反过来，后者的代表也想不出比“毛孩子电 

影 ” （ Bubis Kino) 更好的反驳了。这句学舌语正如那句在孩子们中间流 

行的俗语所言，是不痛不痒的。经验本应被用以反对成年人在磨平自己 

的棱角时所获得的经验当中的不成熟，但却被他们用以反对不成熟的青 

年人，这是多么可悲！ “爹地电影”让人生厌的是其婴幼儿特性，是按 

照工业规模生产出来的退化。拥护者诡辩道，这正是一种成功的样式， 

而反对者所挑战的也正是这种成功的概念。然而，即便这种指责有一定 

道理—— 假如没有与商业合作的电影确实比油光水滑的商业电影显得更 

为笨拙—— 那么后者的胜利也显得可怜。它只不过证明了那些被资本权 

力、技术常规和训练有素的专家支持的电影，在某些方面比反抗这个庞 

然大物并因此必然放弃其积累之潜能优势的电影做得好一些而已。在这 

种相对笨拙和非专业的电影那里，其效果的不确定性还蕴含着希望： 

所谓的大众媒介最终可能会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在自主艺术Uutonome 

Kunst) 中，任何落后于既定技术标准的东西都是不合格的；与之相对的 

是 ，文化工业的标准是只留下预先消化和已整合的东西而去掉一切，就 

像美容业消除了脸上的皱纹；而那些还没有完全精通文化工业技巧的作 

品，则传递出一些未被控制的偶然信息，令人欣慰，它们具有解放的性 

质。在这些作品中，漂亮女孩的肤色缺陷对于完美无瑕的职业明星脸来 

说是一种矫正。

众所周知’在电影《青年特尔莱斯》[11里，穆齐尔 （ Robert Musil) 早 

期/h 说的大量片段几乎原样进入对白之中。这些白被认为比编剧写的 

台词更高级，后者现在的大活人不会说，也会被美国批评家视为笑柄* 

然而，穆齐尔的句子若是原汁原味地把它说出来而不是读出来，听上去 

也会显得假模假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就是小说的缺陷，因为它以 

心 理 学 （这在当时更进步的弗洛伊德心理学那里就是理性化）为幌子，将

[ 1 ] 《青年特尔莱斯》 r & fess，1965 / 1966), 沃克 .施 隆 多 夫 （Volte SchlStuloirfF)的 

电 影 作 品 ，改 编 自 罗 伯 特 •©齐 尔 的 小 说 《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 》 (Die desZdgfings

Torless) .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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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理性主义的诡辩纳人其文本的内部运动之中。然而，这还不是关键 

所在。媒介之间的艺术差异显然比一些人的预期—— 他们觉得通过改编 

好的叙事作品就可以避免坏的叙事作品—— 大许多。即便小说中使用了 

对话，其口语也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而是通过叙述行为—— 甚至可能是 

通过排版—— 被间离，从而从活生生的人的物理存在中被抽离出来。因 

此，虚构的人物无论被描述得多么细致人微，他们也绝不会与现实中的 

人物相雷同。实际上，很可能是因为描述得越精确，他们距离经验现实 

就越远；他们在审美上是自主的。这样的距离在电影中已被废除：就电 

影的现实性而言，直接性的表象（ScheinvonUnmittelbarkeit) 是不可避免 

的。结果，被叙述措辞所证明，也因之而区别于单纯的新闻报道那虛假 

的日常性的那些表达，在电影中听起来则显得既假且浮夸。因此，电影 

必须寻找表达直接性的其他方式：在种种可能的选项中，即兴创作因能 

放下身段而在不受经验控制的巧合中有所作为，可能会排在首位。

由于电影出现得晚，所以像在音乐中那样清楚地区分技巧和技术往 

往变得难乎其难„音乐直到电子化期之前，内在的技巧（作品的声音结 

构）都是与其表演（再生产手段）相区分的。电影则意味着技巧和技术可 

以等量齐观，因为正如本雅明观察到的那样，电影没有那种随后被大规 

模复制的原作：批量生产就是电影本身。不过，无论是在电影中还是音 

乐中，这一等式都是成问题的。电影摄影技术的专家指出，卓别林要么 

是不知道这些技术，要么是故意忽略这些技术，而满足于用摄影去逭染 

滑稽短剧、闹剧或其他表演。这丝毫不会降低卓别林的地位，人们对他 

的 “电影性”（filmisch) 也几无怀疑。只有在银幕上，这个神秘人物——  

从一开始就让人想起老式照片—— 才能发展出自己的观念。因此，从电 

影摄影技巧中形成批评的规范似乎不大可能。最貌似可信的电影技术理 

论 （亦即关注物体运动的理论Pi) 在安东尼奥尼 （ Michelangelo Antonioni)

H] Vgh Siegfried Kracauer， TAeorfe c/es H/nw. BrremjngcferifuJere/i 術 rMcMe/f ( 《电影理论：物 

质现实的救赎》），Frankfort a, M. 1964, S. 71 ——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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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夜》O aM w e) 等电影的静态特征中，既被挑衅地否认，又以否定的 

形式被保留下来。在这部电影中，任 何 “非电影”的东西都使它具有了表 

达时间空虚的力量，就像空洞的眼睛那种镜头一样。不管电影的技术起源 

如何，电影美学最好以与电影相似并构成其艺术特征的主观体验模式为基 

础。一个人在城里待了一年之后到山里待上几个星期而不做任何工作，可 

能会在梦中或白日梦中意外地体验到五彩缤纷的风景图画。这些图画并没 

有在连续的流动中相互融合，而是在它们出现的过程中相互抵消，很像我 

们/J、时候神奇的幻灯片放映。正是在这种运动的间断中，内心独白的影像 

类似于书写现象：后者同样在我们眼前移动，同时又被固定在离散的符号 

中。这种内部影像的运动之于电影，可能就像可视世界之于绘画，或声学 

世界之于音乐。电影作为这种体验的客观化再创造，是有可能成为艺术 

的。因此，卓越的技术媒介与自然之美（Naturschdnen) 密切相关。

如果一个人决定或多或少地按字面意思理解自我审查，并将电影与 

其接受的语境相对立，那么他将不得不比传统的内容分析进行得更为精 

细，因为传统的内容分析必然主要依赖于电影的意图，而忽略了这些意 

图与其实际效果之间的潜在差距。然而，这种差距是电影这种媒介所固 

有的。如果根据《电视作为意识形态》111的分析，电影容纳了不同层次的 

行为反应模式，这就意味着，电影工业提供的意识形态，其官方预期的 

模式，可能不会自动对应那些影响观众的意识形态。假如实证传播研究 

最终要寻找可能导致某些结果的问题，这一问题将值得优先考虑。与官 

方模式相重叠的是一些非官方模式，它们提供了吸引力，却也有望被前 

者中和抵消。为了抓住消费者并为他们提供替代性满足，非官方的、异 

端的意识形态（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必须以一种更广泛、更有趣的方 

式加以描述，而不是只适合故事的道德寓意；通俗小报每周都提供了这 1

[1] T. W. A dorno, MFernsehen als Ideologic," in Eingriffe: Neun Kriusche Modelle (F rank- fu r t: 

Suhrkam p, 1936), pp. 81-98. Based on an English-language orig ina l: MH o\v to Loo k a t T e lev is ion,** The 

Quarterly o f  Film, Radio and Televisiont vo l. V II (Spring 1954), pp. 213-235, reprinted as ^T e levision and the  

P atterns o f 八.lass Culture,” in : B. Rosenberg and D. M anning W hite, eds. Mass Culaws: The Popular ̂ Irrs in 

America (New Y ork: Free Press, 1957), pp. 474- 488.----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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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内容丰富的例子。人们所期望的是，公众的力比多—— 这种被各种禁 

忌压抑的东西—— 能更迅速地做出反应，因为这些行为模式，由于它们 

被允许通过这一事实，反映了一种集体i人可的因素。虽然意图总在与花 

花公子、甜蜜的生活（dokevita) 和狂野派对（wildparties) ⑴作对，但有 

机会观看它们似乎比草率的判词更令人享受。如果你在今天的德国、布 

拉格，甚至在保守的瑞士和天主教的罗马等等各地看到男孩女孩过马路 

时勾肩搭背、彼此拥吻而不觉得有多难为情，那是他们已经从那些将巴 

黎的纵情声色当作民俗加以兜售的电影中学到了这一点，并且可能学到 

了更多东西。在试图操纵大众的过程中，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本身就像 

它意欲控制的那个社会一样内在地具有了对抗性。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 

包含着对其自身谎言的解毒剂。再也找不出可以为它辩护的其他理由了。

电影的摄影技术（photographischeTechnik) 主要是再现性的，与审美 

自主的技术相比，这种摄影技术为外在于主体性的客体赋予了更高的内 

在意义, 这是电影在艺术历史进程中的滞后现象。即使是在电影尽可能 

多地溶解和修改客体的地方，这种分解也永远不会完成。因此，电影是 

不允许完全凭空杜撰（Konstruktion) 的，它的各种元素无论多么抽象， 

都总是保留了一些可以再现的东西；它们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审美价值。 

由于这种差异，社会投射到电影的方式便完全不同于—— 因为客体的缘

故，它更直接---它投射到高深绘画（avancierteMalerei) 和文学的方式。

电影中的客体所具有的不可缩减的东西，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标志，它先 

于意图的审美实现。正是由于与客体的这种关系，电影美学也因 Jifc内在 

地关联着社会。没有不包含电影社会学的电影美学，哪怕是纯技术的电 

影美学。克拉考尔 （ Siegfried Kracauer) 的电影理论放弃了社会学，反而 

促使我们思考他书中遗漏的东西，否则反形式主义就会变成形式主义。 

克拉考尔讽刺地调侃了他年轻时将电影赞颂为日常生活之美的发现者的

[ 1 ] 意大利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 e llin i, 1920-19!)3)曾执导过《甜蜜的生活 》 （ia  

阿多诺这里应该是指这部影片。在阿多诺在世的年代，至少有三部电影都以《狂 

野派对》 1923/1929/1956)名之，所以他在这里可能是泛指。——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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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然而，这样的纲领是“青年风格”（JugendstiJ) 的纲领，就像那些 

试图让飘荡的云和阴暗的池塘为自己说话的电影是“青年风格”的遗迹一 

样。通过选择那些被假定清除了主观意义的客体，这些电影恰好给客体 

注人了它们试图抵制的那种意义。

本雅明没有详细阐明他为电影设定的一些范畴—— 如展示价值

(Ausstellungswert)、测 试 （Test) ----是如何与其理论所反对的商品属

'性深深地纠缠在一起的。今天，任何现实主义美学的反动性都与这样的 

商品属性密不可分。现实主义倾向于肯定地强化社会的现象表面，它 

将任何穿透这个表面的尝试都拒斥为罗曼蒂克式的努力。摄影机之眼 

(Kamera-Auge) 赋予电影的每一种意义，包括批判意义，业已废除了摄影 

机的法则，因而也违反了本雅明的禁忌—— 这些禁忌被构想出来的明确 

目的是要战胜好斗的布莱希特，从 而 （这可能是其秘而不宣的目的）从 

他那里获得自由。电影面临的两难困境是能找到一种程序，使其既没有 

陷入工艺美术（Kunstgewerbe) 之中，也没有滑向纯粹的纪录片模式。和 

四十年前一样，今天最明显的答案仍然是蒙太奇，它不干涉事物，而是 

像写作那样按星丛的方式安排事物。然而，因这一程序基于震惊原则， 

其可行性却令人生疑。没有在其元素中加人主观意图的纯粹的蒙太奇， 

并不只是从这一原则本身获得意图。说通过放弃所有意义，尤其电影中 

对心理学的内在放弃，意义就能从被再生产的材料本身中浮现，这种宣 

称似乎是一种幻觉。然而，一旦认识到拒绝阐释、拒绝添加主观成分， 

其本身就是一种主观行为并且具有先验的重要性，那么整个问题可能就 

显得陈腐过时了。保持沉默的单个主体通过沉默所表达的东西并不比他 

大声嚷嚷时说得更少。那些因太聪明而被排斥的电影制作者应该通过修 

正完善，把这种洞见吸收到他们的工作方法中。尽管如此，在视觉艺术 

最进步的趋向与电影最进步的趋向之间，其差距依然存在，它危及了后 

者最激进的意图。眼下，电影最大的潜力显然在于它与其他媒介的交往 

互动，这些媒介融人电影之中，就像某种类型的音乐那样。这种互动最 

有力的例子之一是由作曲家毛里西奥•卡赫尔（MautidoKagel) 创作的电



4 4 8 丨奧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论笔选

视电影《反题》111。

电影的功能之一是为集体行为提供模式，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额 

外要求。这种集体性毋宁说是电影最内在的元素。电影呈现的运动是先 

于所有内容和意义的模仿冲动，它鼓动观众和听众步调一致，仿佛是在 

列队行进。在这方面，电影类似于音乐，就像在早期广播中音乐类似于 

电影节目。将电影的构成主体描述为一个“我们”并不意味着不对，因 

为在这个“我们”中，媒介的美学与社会学面向已走向融合。《万事皆 

可》^是 1930年代一部电影的片名，主演是英国著名女演员格蕾西•菲尔 

兹 （ Grade Fields) ; 这 个 “万事”先于所有内容，抓住了电影形式运动的 

实质。当眼睛随物以宛转时，它也就加入到所有响应同一呼吁的人潮人 

海中。然而，这个集体的“万事”的不确定性与电影的形式特征有关，它 

助长了对媒介的意识形态滥用：这是一种伪革命性质的模糊不清，其中 

*•事情必须改变”的信息用挥拳擂桌子的姿势来传递。被 放 的 电 影 不 得  

不从无意识和非理性影响的机制中去夺取它的先验集体性，并争取这种 

集体性为解放的意图服务。

电影技术已发展出一系列与摄影过程中固有的现实主义相违背的技 

巧，其中包括柔焦镜头（一种早已过时又附庸风雅的摄影习惯）、叠印， 

以及经常出现的闪回。现在该是认识到这种效果的可笑之处并把它们弃之 

不顾的时候了，因为这些技巧并不是基于个别作品之需，而仅仅是出于惯 

例；它们告诉观众什么已被暗指，什么需要添加，以方便他们理解任何规 

避了电影现实主义（Filmrealismus) 基本原则的东西。由于这些技巧几乎总 

是包含着一些表现（即便是平淡无奇）价值，所以在表现和惯例符号之间

[ 1 ] 《反题：献给一位演员的电影，伴有电子和日常音效》 C/ln t/t/idse: H /x n / b r O / ie JPer/bnner

识油£/沉肪/1/£：3/1€/£1̂ 17̂ 3/：5〇〇/3</；5，1965),由北德广播公司三台于1966年4月1日在汉堡播出。----

英译注

12】 《万事皆可》（A /y^ % Gocs, 1W 6 , 派 拉 蒙 影 业 公 司 由 刘 易 斯 • 迈 尔 斯 通 （ L ew is  

M ilestone〉执导，宾 *克罗斯比 （ Bing C rosby)、埃塞尔•默尔曼 （ E th el M e rm an)、格 谊 丝 . 布拉德 

利 （ G race Bradley) 等人主演，歌曲由科尔*波 特 （ C o le Porter) 创作• ----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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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也就应运而生。这就是这些插人物看上去很媚俗的原因所在。这种 

差异是否能在蒙太奇和外在剧情关联的（hereingezogene Assoziationen) 语境 

中产生同等效果，还有待进一步验证。无论如何，这些电影摄影的偏离术 

是需要电影制作者以特定的智慧加以应对的。可以辩证地看待从这一现象 

中形成的教训:孤立的技术因无视电影作为语言的本性，可能会在与自身 

内在逻辑的矛盾中寿终正寝。已被解放的电影生产不应该再以一种绝不“新 

客观性”（neueSadhlichkeit) 的方式不加批判地依赖技术（亦即仅仅依赖其 

专业设备)，然而，在商业电影的制作中，材料中固有的美学逻辑甚至在它 

真正有机会展开之前就陷人危机之中。要求在技巧、材料和内容之间形成 

-种意义关联，这与对手段的麟是无法兼容的。

不可否认的是，“爹地电影”确实符合消费者的需求，或者也许可以 

更确切地说，它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 “他们不想要什么”（亦即与当下消 

费者正被喂养之物不一样的东西）的无意识准则。否则，文化工业就不 

会变成大众文化。然而，这两种现象的同一性—— 只要它聚焦于生产方 

面而不对接受进行经验分析—— 并不像批判思维假定的那样毫无疑问。 

无论如何，全心全意或三心二意的辩护者们最喜欢的论点（文化工业是消 

费者的艺术）是不正确的，这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哪怕是那个简易等 

式—— 文化工业可以与各年代的低级艺术画上等号一一也是不成立的。

文化工业包含着一种理性因素，即对低级艺术进行精打细算的再生产， 

虽然过去的低级艺术中肯定不缺这种东西，但这并非它的根本原因。此 

外，马戏和滑稽表演的杂交在罗马帝国晚期非常流行，其粗鲁和愚蠢虽 

可敬可佩，却并不能证明这些现象在美学上和社会上变得透明之后就可 

以走向复兴。即使抛开历史的视角，“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艺术”的论点，

其有效性在当下也会受到攻击。它的支持者根据供求原则（这本身就是一 

个可疑的模式)，将艺术与其接受之间的关系描述为静态而和谐的。与时 

代的客观精神无关的艺术就像没有超越客观精神之要素的艺术一样，者U 

是不可想象的。与经验现实相分离（从一开始它就涉及艺术构成）恰恰需 

要这种要素。与此相反，喜欢伪装成人道主义而去迎合消费者，这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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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剥削消费者的经济手段。在艺术上，它意味着放弃了对现行风格的黏 

性的所有干预，从而也放弃了对受众物化意识的干预。通过以虚伪的奉 

承再现后者，文化工业就进一步改变了这种物化意识，也就是说，文化 

工业为了它自己的目的，实际上阻止了这种意识的自行改变，而它隐秘 

而未被承认的心头之想便是渴望改变。消费者还是消费者，他们被迫保 

持他们本来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工业不是消费者的艺术，而是操 

控者将其意志投射到受害者那里。现状以其既定形式进行自动的自我复 

制，这本身就是一种统治的表现。

人们会注意到，最开始很难把“吸睛即将到来”的预告片和人们等 

待的正片（Hauptfilm) 区分开来。这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主要吸睛 

之处的信息。就像预告片和流行歌曲那样，它们是为自己做的广告，其 

前额上的商品特征如同该隐的标记。每一部商业电影实际上都只是它所 

承诺却永不会兑现的东西的放映预告。

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有人能宣称电影越不像艺术作品就越是艺术作 

品，那该有多好！针对文化工业为了文化合法化而强迫自己制作的3P些势 

利的心理A级片（dassA-picture) w，人们尤其会得出这一结论。即便如此， 

人们也必须防止这种乐观情绪走得太远：标准化的西部片和惊悚片—— 更 

不用说德国喜剧片和那些爱国催泪片（Heimatschnulze) —— 甚至比那些正 

式的大片还要糟糕。在被整合的文化中，甚至连这些糟粕也指望不上。

2004年 10月选译 

2014年 10月校译符晓译文 

2022年 6 月补译 

2023年 6 月校译 1

[1] A 级片是源自美国1930年代的术语，用来指两部同时上映的影片中品质较佳的那部电影， 

或是预期有大I I观众的电影• A级片多半由大明星主演，而且非常讲究蔌华的美术布景。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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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思想本身就是充分的实践

—— 阿多诺作为“拦路虎” 111

[美]列奥•洛文塔尔

阿多诺是一个天才，他的著作现在出版了二十多卷，覆盖了西方文 

明的思想宇宙，包括但不限于哲学、社会科学、音乐学和公共生活的重 

大事件。我要是对阿多诺的独特事业来一番系统总结，那将是荒谬的。 

相反，我只能以断片的方式（ a fragmentary style)谈论一下它。如此操作， 

我发现我本人与阿多诺自己的方法是一致的：始终否认任何体系的合法 

性。著名的《启蒙辩证法》是阿多诺与他的朋友马克斯•霍克海默合著 

的，此书有一个德语副标题《哲学断片》（PMosopMsc/iefragmerjte〉， 

但不幸的是，这个副标题在英文版中被省略了。他论理查德•瓦格纳 

(Richard Wagner) 的早期文章被命名为《理查德•瓦格纳断片》，他的许 

多书被称为“札记”“论笔”或类似的东西。阿多诺把尼采、卡尔•克 

劳斯和瓦尔特•本雅明视作这种文学形式的典范。这种文体，其特点是 

开放式的，探究性的，其格式是论笔式、格言式或断片式的，在阿多诺 1

[1] 此文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文本，但标题不同：（1) “Adomo mid his Critics’’，文章标明

写 于  1978 年， 收入  Leo Lowcnthah CWa'ca/ 77ie〇iy a/w/ Phuifc/iirf 77ie〇ijsrs: CorrM/JO/idoicq

Cbnversat/o/is， New Brunswick and Oxford: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9, pp. 49-61。(2) H ieodor W. 

Adorno: An Intellectual Memoir̂ ’，是洛文塔尔于1979年 5月 18日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 f 

Southern California)参加 “阿多诺专题研讨会” （Adorno Symposium)时提交的论文，原载Hu/nania‘es 

ih 2, no. 4 (Fall 1979): 387-399。后收人 Martin Jay，ed.，A/i t/nnwsfe/w/ ftwc

沒ect/om o f  _Leo Lowcflf/jji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183-200•本文译自后 

者，经编者马丁 •杰伊教授与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授权翻译并使其面世，现标题为译者重新拟 

定。——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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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中，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他那句著名的针对黑格尔体系的哲学警 

句 “整体是虚假的。” W

我们相遇于1922年年底，是被著名作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齐格 

弗里德•克拉考尔 （ Siegfried Kracauer) 撮合到一起的。十年之后，我们 

发现我俩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了同事，而我们的密切联系也持续了 

大约二十年之久。我们的关系有时会出现风暴，这在一个高度敏感的知 

识分子群体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当我发现马丁 • 杰 伊 （ Martin 

Jay) —— 他现在是研究我们研究所历史的最杰出的史学家—— 在一篇名 

为 《阿多诺和克拉考尔：动荡的友谊之札记》（讽刺的是，这个副标题也 

许可以恰当地描述我们所有人的相互关系）中的相关说法时，情绪不禁激 

动起来。他指出，1927年，阿多诺“为他是否能成功获得教授资格感到 

焦虑，并抱怨法兰克福研究所这一阵营中的共同朋友列奥•洛文塔尔与 

他竞争％四年之后，也就是1931年，“当克拉考尔为新研究所期刊投  

稿的可能性被讨论时，阿多诺则感叹道，他的双手被列奥.洛文塔尔绑  

住了，洛氏被他称为研究所的‘沙漠之王’（Wiistenkdnig) ”。13)好家伙， 

我可从来没戴过什么王冠，而阿多诺则获得了他的教授职位。

保持着这种断片的叙述方式，我想首先谈论一下那些我和阿多诺或 

通过兄弟般的合作所思考的，或有着共同学术兴趣的领域和问题，然后 

我想对他的一些弟子和门徒经常提出的反叛式批评发表一些看法。

正如你们中的一些人所知，这个研究所还在继续出版它的期刊——  

刊物于1奶2年创刊于德国，在那里只持续了一年—— 先是日内瓦，然后 

在纽约，作为我们工作的主要德语出口。它是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事业， * 2 3

卩】 这一替句是对黑格尔“整体是真实的” （DasWahreist das Gauze) 的反转〇 See Theodor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ReRecdons iiom Damaged Lifet txans. E. F. N. Jcphcott, London: Verso, 2005, p. 50. 

—— 汉译注

[ 2 ]  法兰克福学社会研究所成立于1923年，第一任所长是格吕堡（CairlGriinberg, l M l— 

m 〇)。1931年，霍克海默继任所长# 所 谓 “新研究所”，应该是指翟克海默担任所长之后的研究 

所。—— 汉译注

[3] Martin Jay, **Adorno and Kracauer: Notes on a Troubled Friendship,in Jay, Perm anent E x iles: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Nl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 (New York, 1985), p. 222.-----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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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所有的主要文章都要经过整个团体的严格审查。以我本人为例， 

I937年，我发表了一篇谈论克努特•汉姆生 （ Knut Hamsun) 的文章， 

副标题是《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史前史》，当时汉姆生作为挪威纳粹卖国 

党 （Nazi-QuMngParty) 成员的身份还不为人所知。阿多诺为我的文章写 

了一个长长的脚注，他在其中对汉姆生和西贝柳斯w 进行了非常仔细的 

比较，认为后者的音乐对于那些因赞美一种僵化的、具有泛神论色彩的 

自然概念而受到压迫的人表达了类似的蔑视因素。《启蒙辩证法》中关于 

反犹主义的前三篇论文，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对美国法西斯煽动者诱 

^性和潜在危险的手段之研究，也记录了我们密切的合作。这项工作在 

i 的 《骗人的先知》（PropAeteofDeceit) —书中达到了顶峰，阿多诺匿 

名为这本书草拟了一个序言，此外还有大量实质性的评论和建议。反过 

来说，我也有幸参与了著名的《威权主义人格》Uuthoritar/anffersonai'f̂ ) 

研究计划的初稿草案—— 阿多诺则是该书的资深作者—— 并对他这部不朽 

之作的章节提出了自己的评论和建议。本着类似的学院和思想团结之精 

神，阿多诺在我的一篇关于通俗文化的文章中为其中的一个部分撰写了 

主要内容，这篇文章被我们恰当地称为“关于批判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一些 

论题” （ Some Theses on Critical Theor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事实上，正是在通俗文化或大众文化领域—— 或如阿多诺所称的“文 

化工业”—— 我们的兴趣常常汇合在一起。顺便说一句，颇具讽刺意味 

的是，本次研讨会的许多话题都提到了阿多诺在大众文化方面的研究， 

而对语言的细微差别有着歧视性看法的阿多诺，则非常不喜欢这个术语。 

1967年，他对二十年前发表在《启蒙辩证法》中的一篇文章附言121时明确 

指出：

文化工业（ culture industry ) 这一词语大概是在《启蒙辩证法》 1 2

[1] 让 •西贝柳斯 （Jean Sibelius* 1865- 1957)，芬兰著名音乐家，民族主乂音乐和浪搜主乂音 

乐晚期重要代表。主要作品有《芬兰颂》《勒明基宁组曲》等。—— 汉译注

[ 2 ]  《启蒙辩证法》有一章内容是“文化工业：欺骗大众的启荣• （K u lm rindustrie: A u fklS rung  

alsMassenbetrug)，所 谓 “《启蒙辩证法》中的一篇文章”，即指此文* 而阿多诺于丨96*7年为此文所 

作 的 “附言”（postscript) ,是下一个注释引用的《文化工业苒思考K —— 汉译注



这本书中第一次使用的。此书由我与霍克海默合作，1947年出版于 

阿姆斯特丹。在草稿中，我们使用的是“大众文化 ” （mass culture)， 

后来我们用“文化工业”取而代之，旨在从一开始就把那种让文化工 

业的倡导者们乐于接受的解释排除在外，亦即，它相当于某种从大众 

当中自发产生的文化，乃是民众艺术的当代形式。但 是 “文化工业” 

与民众艺术截然不同，必须严格加以区分。[1]

让我感到自豪的是，阿多诺认可并使用了我对法西斯煽动和文化 

工业的简短定义：将它们界定为“反向的精神分析 ” （ psychoanalysis in 

reverse)，也就是说，作为或多或少被不断操控的装置，它们让人永远  

处于精神束缚之中，增加并强化了其神经质甚至精神病行为，最终导致 

对 “头目”（leader) 或机构或产品的永久依赖。我们都认为现代反犹主义 

和文化工业最终隶属于同一社会语境，尽管有时它们走的是不同的政治 

路线。正如阿多诺不知疲倦地重复的那样，这里的危险在于，主要以艺 

术为中介来获得本真经验变得越来越困难，艺术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越来 

越多地被社会操纵和统治的复杂机器所破坏。重要的是，丰富的想象和 

艺术体验无情瘫痪，导致认知效应转化为销售心理。文化工业为其所有 

产品提供了不可避免的商品特性，并在不知不觉中消除了这些产品自身 

和让它们被创造出来的一般或特定的广告目的之间的差异。我们一致认  

为，文化机构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它完全无视大众文化的意义，并 

顺便指责技术需要为糟糕的文化产品负全责；我们一致认为，艺术和商 

品文化之间的分界线绝不能被混淆，且社会统治与赤裸裸的利益动机间 

的邪恶联盟很难促进下述这种意识状态的发展：用阿多诺的话说，在这  

种意识状态下，闲 暇 （Freizek) 将会变成自由（Freiheit)。

我想让阿多诺现身说法，首先是关于艺术和文化工业的分界线：“文 

化工业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在于把赤裸裸的赢利动机移接到种种文化形式 

上。……艺术作品的自主性当然很少以一种完全纯粹的方式凸现出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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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odor VK Adorno, **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 Germ an C ddgue 6 (Fall 197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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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它总是与各种各样的效果难解难分。这种自主性有可能会被文化工 

业铲除，不管这是不是那些支配者们有意识的行为。” 111我可以补充一条 

忧郁的个人评论：我发现要说服我的学生接受这些不可调和的差异越来 

越困难，尽管他们的信条大都是激进的一这又一次说明了臭名昭著的 

实证主义价值中立是如何影响和感染我们最好的人的。

阿多诺强调，无论人们是否愿意，屈服于文化工业都是人们不可避 

免的命运：

.“上当受骗，心甘情愿”这一谚语从未像现在这样贴切。正如这 

句谚语所言，民众上当受骗不说，而且如果被骗的确能够带给他们哪 

怕一瞬间的满足，他们便会心知肚明地对这欺骗趋之若鹜。……他们 

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是他们感觉到如果自己一旦摈弃那原本就不存在 

的满足，生活将会变得完全不可忍受。

在权威这一社会主题之外，共同研究资产阶级社会中个人的本质 

和观念的衰败及其纯粹向幻觉和意识形态转变的各个方面，曾经是我们 

核心层的一个理论梦想。然而，尽管权威的主题在现在几乎成为经典的 

作品中得到了丰富的阐述，但是个人的主题却仍然只是一个导向性的视 

角。例如，阿多诺不断强调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对所谓人格的空洞崇 

拜，对所谓自主性个体的得意狂喜。在我自己对这个国家以及欧洲的传 

记文学类型的研究中，我也遵循了同样的主题，它扮演的角色是一种假 

装人类特殊性的虚假装置，而事实上，特殊性的真正含义已经变形走样 

了。当我在流行杂志中挑选和处理传记作品进而写下其中的文化变迁 

时，从我所谓的“生产偶像” （ heroes of production)到 “消费偶像” （ heroes 

of consumption) 开始，阿多诺就在1942年 11月的一封信中告诫我，要 

强调传记在当今社会，特别是在大众文化语境中的理论功能。他说（我完 

全同意这一观点）：“归根结底，生命这一概念作为一种自我发展的、有 1

[1] Theodor W. Adorno, ''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New German Cridque 6 (Fall 1975): 13.------

原注

[2J Ibid., p, 16. ̂ Translation emended.)----原注



458 I 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论笔选

意义的统一体，它在今天与个人的概念一样几无现实意义可言。传记的 

意识形态功能是根据任意选择的模式编造出小说之类的故事，即仍然存 

在生命这种东西……可生命本身已经以其完全抽象的假象变成了纯粹的 

意识形态。”

我自己在分析这个浅薄的文类时强调的是它在法西斯主义到来之 

前，为政治上无能、历史上迷失方向的欧洲中产阶级提供了肤浅的慰 

藉，但阿多诺通过深刻反思，却强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悖论：消灭了私 

人独特意识的同一种文化工业机器，却拜倒在对人格和个性的无尽赞美 

中。用他的话说是，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首当其冲的特征是采用明星 

制，而此种制度又是从个性化艺术以及对其商业价值的发掘中借用来 

的。文化工业的运作手段与内容越是非人化，它就越是卖力而且成功地 

宣扬所谓的大明星，借助于令人销魂的俊男靓女而运作” [11。尽管我说这 

些在你们听起来可能比较自恋，但这份兄弟般合作和思想互动交流的报 

告应该仅仅被理解为一种陪衬：我希望以此映衬出，在对现代社会无法 

逃避的统治网络和它似乎不可避免的固化人类心灵的批判性理解方面， 

阿多诺做出了伟大贡献，若没有这种心灵固化，这种统治机制也将不再 

有效。这一主题刺激着他，让他不断地告诫我们：“不要参与”（Don’t 

participate) 一这可以说是他毕生工作的主题，与之相比，他所有的人 

格缺陷或生活方式的癖性都可忽略不计。

考虑到阿多诺无情但总是有理有据地控诉社会现象本身，以及它 

们在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研究和文学批评—— 仅举这几个可疑的智力 

活动—— 中错误的、被歪曲和被操纵的伪阐释，我不禁想起希腊术语  

“skandalon”（拦路虎）121最初的神学意义。他的每一个想法，他说过的每 

—句话，都为他的敌人和朋友创造了一个新的“烦恼”（Argemis)。

在这里，我想结束我对这位天才的兄弟般的敬意。作为德国最杰出 

的学院派教师和西欧先锋派的杰出公民，他的过早离世可能与他直到最

[1] Theodor W Adorno, MCuI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 New Gerwun Cridque 6 (1^111975): 14 .------

原注

[ 2 j 在希腊语中，skandalon有 “ （使人走人迷途的）绊脚石、障碍物” 之意。——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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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刻都毫不妥协地坚守在“拦路虎”的岗位上不无关系。他应该是第 

一个明白，他所持有的每一种思想立场所隐含的不可调和都需要不断改 

进，以防追随者的轻率接受和敌对者的愤怒误解。没有什么比“法兰克福 

学派”这个词更具有讽刺意味了，它预设了一套可以学习的说法和学说， 

让人们无论今后的情况怎样，都可以舒服或不舒服地与之相处。我真的 

相信，半个多世纪前我们这个圈子形成之初，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隶属 

于它的人，都不会对这个词感到舒服。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海量的书 

籍、文章、博士论文、座谈会和研讨会几乎使法兰克福学派“工业化” 

(industrialized) 了；这些著作中的许多内容似乎都少不了塔木德式的争论 

(talmudlc disputations) :关于这个或那个定理在不同时期的意义，或者关 

于这个或那个作家或学者在这个阶段或另一个阶段的关系。当阿多诺选 

择 《来自查损生活的反思》 CRefecabflsfrom jDamagedLife) 作为他第一部 

主要由断片和格言组成的合集的副标题时，他并没有提出要修复这种损 

害。但是，他的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弟子一 实际上是学校里形 

形色色的学生：一 不能也不情愿接受政治和文化补救措施的缺席。我不 

禁认为，他们对行动的呼吁与那些正在毒害我们许多同时代人的、无处 

不在的、时髦的伪心理疗法（pseudo-psychological cures) 的倡导相差不远。 

如果我看起来很愤怒，你们并没有误读我的意思，但这是一种基于同情 

求新求变的青年和如今同样求新求变的中年人的愤怒，他们徒劳地向阿 

多诺寻求救赎，而他不是，也不想成为弥赛亚。

'在强调他们的一些集体误读时，我或许能够增进对阿多诺思想遗产 

的理解。我 从 “诉诸人身论”（ac/Aominem argument) 说起：作为人的阿 

多诺。对激进思想家最流行的反对意见之一是这样一种粗俗的观点，即 

他们应该通过远离美好生活的所有便利，来践行他们所宣扬的—— 尽管 

他们并没有真正宣扬什么。布莱希特对研究所的财政资源和研究所一些 

主要成员的上流社会背景的评论（我认为这些评论品味很差）是众所周知 

的。我更重视卢卡奇的优雅观察，他在1962年 《小说理论》的新版序言 

中这样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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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阿多诺在内的德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 

已住进了 “深渊大饭店” （ Grand Hotel Abyss)，.如同我在批评叔本华 

时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漂亮的饭店，配备了 一切舒适设施，但 

是却处在深渊、虚无与荒谬的边缘。而在美味佳肴与艺术消遣之间每 

曰凝望深渊，只能强化精妙舒适的享受所带来的快乐” 。 W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恶劣的生活条件和不合格的营养是创新思维的必 

要前提。如果说马克思和尼釆有时遭受物质匮乏的屈辱而他们的理论创 

造力却得以幸存，那也不是因为这种困窘的条件，而是尽管条件困窘， 

他们依然创造力旺盛。我还想补充一点，格奥尔格•卢卡奇在他那个政 

治环境中找到了自己舒适的生存方式，然而同样是这个环境，其他许多 

异端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没釆纳卢卡奇的适应性行为策略而被斩首。 

不过这是一个年长的当代人的例子，而 非 “叛逆之子' (rebellious son) 的 

例子。弟子们最喜欢的抗议，是针对他们所谓的“精英主义”（elitism) 

这头等大罪 （ cardinal sin) ,我们所有人都不时能听到这种抗议。布隆斯特 

(WV.Blomster) 在一篇名为《音乐社会学：阿多诺及其他》的长文中， 

有—节叫作“阿多诺：人身攻击”：

在一个几乎所有现象都无法抗拒心理学解释的时代，令人惊讶  

的是，很少有人问及阿多诺这个人以及他自己的心理构造在多大程度 

上有可能制约了—— 实际上是限制了—— 他在音乐上的工作。虽然这 

在这项研究中充其量只是_ 个外围问题，但有几项观察结果需要在 

此被纳入讨论……当人们在阿多诺那里发现了他本人曾激烈斗争过的 

“威权人格”的印记时，与他在一起工作有时就会感到不安……关于 

阿多诺的精英主义和势利就不多说了；然而，正是在他的音乐著作中 

会形成一种感觉：较多的谦卑可能会大大提高他的效率。

[1] Georg Lukacs, The Theory o f the Novell trans. Anna Bostock (Cambridge, Mass., 1971), p. 2 2 .------

原注
[2] W. V. Blom stei; S o cio logy o f M usic: A dorno and Beyond,** Te/os, no. 28 (Sum m er 1976):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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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斯特错了。关于精英主义的长篇大论已在许多地方流传了很 

久 ，无论老少，尤其是当涉及要求读者努力追随思想而不是思想家时。 

我将在此文的最后再回到这个问题。目前仅需指出，阿多诺在他广泛的 

文学艺术研究中一直反对的正是这种传记式和心理式的还原论（我可以 

说 ，每当我在自己的文学批评工作中屈服于一种诉诸人身的捷径时，我 

都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更重视第二种范式，即阿多诺切断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来说如 

此神圣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汉斯 - 尤尔根•克拉尔在死于一场悲 

剧事故之前，曾短暂是德国新左派的著名发言人，他因阿多诺涉嫌剪断 

了这条脐带而指责后者。111在克拉尔看来，虽然阿多诺理解资产阶级个人 

主义的意识形态矛盾，而且他的“思想生平被法西斯主义的经历刻下了印 

i己”，但他仍然深陷在他公开诊断出来的这种矛盾之中：

阿多诺对资产阶级个体意识形态存在的尖锐批判不可避免地使 

他陷入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毁灭之中。但这意味着阿多诺从未真正脱离 

开因移居国外而强加给他的孤立……抽象劳动的生产反映在他思想的 

主观主义中。这就是为什么阿多诺不能把他对地球上不幸者的个人同 

情转化为如他那被压迫者解放理论一般的一种完整的政见。 121

在我看来，阿多诺用他经常被引用的讽刺性评论给出了正确的答

[ 1 ]  汉斯 -尤尔根 .克拉尔(Hans-ja rg en K ra h l,1943-1970〉，西德学生运动领袖和政洽活动家• 

1960年代中期开始师从阿多诺，成为其博士生。1 % 8年 ，因参加学生抗议运动而成为“明星学生" (s ta r 

s tudent)。1%9年 初 ，与阿多诺发生争执（起因可能是要求导师转向社会实践)，是 年 1月 7 日，社 

会研究所被学生占领，阿多诺等人叫来咎察驱逐，包括克拉尔在内的76名学生被捕u 6 月，阿多诺 

想恢复讲课，但受到以前崇拜他的学生的阻挠。7月 1 8日，他被邀谙在审判克拉尔(罪名是破坏和平） 

的法庭中作证。几周之后，阿多诺与妻子前往瑞士采尔马特（Zerm att) 度假，因不顾医生建议，徒 

步进山，结果心脏病发作，于 8 月 6 日去世。六个月后（1970年 2 月 1 3日深夜克 拉 尔 乘 车 从 帕  

德博恩去往马尔堡<•天气寒冷，路面结冰，汽车在冲途与一辆迎面而来的卡车相克拉尔当即身  

亡，年仅 2 7岁。一一汉译注

[2] Hans-Jurgen K ra h l, ,lThc P o litica l C ontradictions in  A dorno's C ritica l Theor)?>,* Telosy ncx 21 (F a ll 

1974): 164.——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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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他不知道批判理论已经给投掷燃烧瓶发放了许可证。W诚然，如果阿 

多诺和他的朋友们守过街垒，他们很可能就会在汉斯.艾斯勒的一首革 

命歌曲中永垂不朽。pl但不妨想象一下，如 果 1849年或 1871年马克思死 

在了街垒上，那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不会有先进的心理学模型，当然 

也不会有批判理论了。极端激进的信徒们向他们的老师发出了拿起武器 

的呼吁一尽管他们的意图可能是合理的一但这仅产生了过激行为，其 

后果在新左派今天所处的困境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导致了这场变态反叛的另一个更严重的方面。1975年秋，《新德国 

批判》的编辑安德烈亚斯•胡伊森 （Andreas Huyssen) 在介绍阿多诺的短 

文 《文化工业再思考》时，赞同汉斯 .梅尔 （ Hans Mayer) 关于阿多诺“对 

历史怀有秘密敌意” H的误导性表述。我并不想对胡伊森表示不尊重， 

他的善意体现在他对阿多诺的赞美上，他称赞阿多诺是“最早使用批判 

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阐明西方大众文化的人之一，多年来，西方大众文 

化一直被保守的文化评论家用精英主义的道德说教摈弃”；然而，他对阿 

多诺的指责，即 他 “始终在他的作品中回避历史的特殊性”，显然是荒谬 

的。这些年轻的追随者（或非追随者）试图做的，似乎是要求一种几乎 

是在日常基础上，本着团队主导的党派精神进行一种积极的伪历史性参 

与。至少，我是这样理解胡伊森那种居高临下的言论的，即尽管阿多诺 

的 “思想无疑是在对关键事件的反应中发展起来的”，但他对历史的敌意 

仍然很是严重：“这种敌意反过来反映了他拒绝将决定性否定作为历史哲 

学的关键概念，并表明他坚持将否定和拒绝作为现代美学的关键元素。” W

[ 1 ]  阿多诺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当我建立自己的理论模型时，万没想到人们会用燃烧瓶去实

现它•” M ardn Jay, i4c/o m o, London: Fontana Paperbacks, 1984, p. 55.----汉译注

[ 2 ]  汉 斯 •艾 斯 勒 （H aim s E is li^  1898-1962),出生于奥地利的德国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和社  

会活动家，政治上很激进，曾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作过一些歌曲，如 《第三国际歌》《歌唱学习》 

《统一战线歌》，也曾在好莱坞从事电影音乐创作。流亡美国期间曾与阿多诺合作，著 有 《为电影谱 

曲》（C〇mP〇sing /b r£fee f it e s ，m 7)，中译本参见 [德】特奥多•阿多诺、[德】汉 斯 •艾 斯 勒 ：《论电 

影音乐》, 刘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汉译注

[3] Andreas Huyssen, ̂ In tro d u c tio n to  A d orn o,** N e w  German Critique 6 (F a ll 1975): 3; M ayer*s charge

is made in  D cr Reprasentant und die Martyrcr (F ra n k fu rt am M ^ n, 1971), p. 165.---原注

[4] Andreas Huyssen, ̂ In tro d u c tio n to  A d orn o,f, pp. 4-5.----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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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让我困惑不解！研究所核心层的每一个成员不仅浸淫于黑格尔哲 

学和马克思辩证法的经典中，而且不断强调“决定性否定” （ determimte 

negation) 是任何批判理论的关键概念。几页之后，胡伊森自己似乎忘记 

了他刚才的情绪爆发，反而正确地引用了阿多诺《文化与管理》一文中的 

如下文字：

真正的文化对象必须保留和保存在对自然日益加强的统治过程 

中被遗弃的东西，这种统治的加强反映在不断扩大的理性和越来越理 

性的统治形式中。文化是特殊对一般的永恒的抗议，只要后者仍然与 

特殊不可调和。w

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种流行的模糊指责，除非我怀疑这是一 

种伴随学生运动而来，或从运动中清醒过来后，所感受到的一种可以理 

解 的 “事后”（morning-after) 不安。当激进政治变革的希望在我们这个时 

代或未来破灭时，批判理论很方便地成了许多年轻人的替罪羊。令它的 

仓！J造者和实践者，尤其是令阿多诺感到巨大痛苦和悲哀的是，人们忘记 

了扣:判思想本身就是充分的实践。它与文化体制和部分政治体制发生冲 

突并受到抵制，而这些体制总是想把非正统理论这样的“拦路虎”转化 

为一种可耻的（scandalous) Pl反常现象，并建议一一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促 

成—— 对批判理论的领导者和追随者进行清算。在这方面，阿多诺在后 

希 特 勒 德 国 （post-Hider Germany) 的工作和生活雄辩地证明了他的历史 

敏感性和他的认识，只有通过一种坚定的“不”，一种被他如此令人钦佩 

地实践着的“不”，历史的进步和倒退才能在批判意识中保持活力。

试图抓住阿多诺因历史意识的瑕疵而引起的所谓矛盾，这延续了我 

关于后世逆反 （ filial rebdlion) 的这个主题。同样是胡伊森先生，他认为 

阿 多 诺 在 《启蒙辩证法》中把自主个体说成是“资产阶级过去的一种现 

象”，却在后来的文章《文化工业再思考》中涉嫌把这种“自主个体”复

[1】 Theodor W  A dorno, “ C ulture and A dm in istra tion,” TWos, no* 37 (F a ll 1978): 97. (T ra n s la tio n  

em ended.)----原注

[2] scandalous—词的词源正是skandalon, 这里是作者的一个文字游戏•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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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为 “民主社会的先决条件”，这体现出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如果仔 

细阅读这一文本就会发现，首先，阿多诺从未打算“再思考”他的文化工 

业理论，而是正如德语文本明确指出的那样，是写一个“述要”（r6sum6)， 

也就是说，总结他与霍克海默在原来文章中阐述的内容。111此外，阿多诺 

在新文章的结尾明确表示，文化工业的反启蒙和大规模欺骗已经“变成了 

束缚意识的手段”。他接着辩证地指出，自主个体发展的前提，是没有文 

化工业来“阻挠人类在时代生产力允许的范围内为解放尽可能”—— 而不 

像译者错误地表述的那样，已经—— “做好准备”。这里的要点是明白无 

误的：按照包括阿多诺在内的每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资本 

主义不会因为“生产力”可以终结痛苦和统治，就带来在技术上每天都 

可能实现的解放。与批评他的人相反，阿多诺对于至少目前似乎无法解 

决的问题，即体制与其非自治主体（subject) ( “隶属与服从” [subjection] 

才是这个词的真正含义）的交织，即使不是绝望，也仍然相当'忧郁。这 

与 “撤回w “启蒙作为一种合理化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这一原始命题的做 

法是恰好相反的。

比急于在矛盾中绊倒阿多诺更痛苦的是急于责备他忽略了一些非常 

明显的历史现象。在奥托.卡尔.维尔克迈斯特（OttoKariWerckmeister) 

最近出版的《美学的终结》 •石die成）一 书 中 （据我所知，这本 

书还没有翻译过来)，我们读到：

阿多诺直到最后都在捍卫现代艺术（指先锋艺术）并反;想象中 

的文化保守主义阵线，仿佛现代艺术仍然需要社会认证，他忽视了它 

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中完全被同化的后果。文化和警察都监管着现实 

和艺术的边界线。在边界的这一边，阿多诺对艺术的否定式的乌托邦 

式 （negative-utopian) 美化与艺术在资产阶级文化中的肯定性意识形

[ 1 ] 阿多诺的这篇文章原题为《文化工业述要》（“R6sum6 iiber Kulmrindustrie”），英译者改 

动标题，译成了《文化工业再思考 》 （ “ Culture Industry Re咖 sidered”），因此洛文塔尔才在此做了 

纠正。——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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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功能彼此其实非常接近，而不似他提出的二者绝对矛盾的概念。

仿佛这是阿多诺没有完成作业而受到了学校教师的谴责。对•于这种 

做法，我只能说，整个先锋现代艺术理论—— 在这方面阿多诺实际上是 

我们这个团体的领导者—— 恰恰是在捍卫这样一个论点：先锋艺术是真 

正人类经验的唯一储库，因此也是对抗意识的唯一源泉，而后者本身一 

直处在被文化工业富有爱心的利益触须所窒息的危险之中。事实上，没 

有人比阿多诺更清楚（用本雅明的术语说）“富有光晕的”艺术（“auratic” 

art) 若想幸存于世需要面对多大的危险。

让我再给你们举最后一个批评者合唱的例子（我要很遗憾地跟大 

家 说 ，我无法将其中一些人与《名歌手》[Me/stosingex] 中的贝克梅瑟 

[Beckmesser]121区分开来)。众所周知，阿多诺在音乐学以及音乐哲学和社 

会学方面的工作发展了演奏与作曲意图不可或缺的统一理论。特别是， 

他花了大量的精力来展示电子复制技术对严肃音乐的扭曲，包括但不限 

于广播和录音。我不是一个音乐学家，但我知道一件艺术作品和它被呈 

现或表演的社会框架之间的必要关系，我可以通过类比假定，在电视上 

播放莎士比亚的恐怖堪比阿多诺所说的对音乐听赏的扭曲（顺便指出，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想说的是，我相信阿多诺的美学理论要优于瓦尔 

特•本雅明的美学理论。但这是一个需要别人仔细琢磨的话题)。在一本 

华而不实的德国文学杂志上，我发现了一篇有关阿多诺德文著作第W卷 

的 评 论 顺 便 说 一 句 ，这本书不久前以英文出版，书名为《音乐社会学 

导论》（Jntroc/uc£forit〇£heSoc/Qtog7〇fM us/c)。评论家赫尔穆特*海森巴 

特 尔 （HelmutHeissenMttel) 不喜欢阿多诺的音乐听众类型学，他很快表 

示遗‘感说，可怜的阿多诺没有活到唱片业允许通过大量可用的唱片对音 

乐进行多样解释的那一天。他认为，由于作曲家录制表演的作品已唾手 

可得—— 它们被编人了唱片目录，所以现在这种多样解释已成为可能。

[1】 Otto Karl Wcrckmcister, jEncfc （Frankfort am Main* 197丨),儿 ----原注

[2] 《纽伦堡的名歌手》 是瓦格纳所作的三幕歌剧，贝克梅

瑟是其中的主要反面人物。—— 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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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森巴特尔颇为认同地引用了“每年都会出版、每半年出一期增刊”的所 

谓的《比勒费尔德目录》（历e/eMJerCata% ) 。他还提醒读者，在美国，《施 

万唱片和磁带指南》 （Sdniraiin •Record afld Tape Guide) 每月出版一次。因 

此，迄今为止付之阙如的是不仅列出可用的东西，而且列出选什么和为 

什么选它的可靠的指南。这个缺口现在已经被填补起来。以下的引用来 

自乌尔里希•施莱伯(UlrichSchreiber)的《唱片年鉴(第一辑)》(ScAa%iattefl 

Jahrbuch I ) ：

将唱片列入本指南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它的市场价值，而是它对 

形成有关作曲家、音乐史时代、音乐阐释者和阐释策略的知识所做出 

的贡献。因此，唱片（Schallpktte) 在这里被认真地视为一种审美现 

象，而不是一种经济现象。这是第一次在德语世界进行全面的尝试， 

以赋予唱片在音乐生活中的重要性，并使用“唱片”这一媒介来展示 

音乐任务和意识的历史变化。我们向本指南的读者推荐的唱片并不是 

一份古典音乐的永恒清单，也不仅仅是可供消费的商品。在错误的极 

端之间进行有意义的调解，此为本书的基本任务。

我只能对海森巴特尔以及他对施莱伯毫不掩饰的工业化企业不加批 

判的支持拍案惊奇了，这是阿多诺所谓的操纵听赏的缩影—— 被控制的 

音 乐 （gegSngelteMusik)。在这种天真之上的还有一种侮辱：海森巴特尔 

说阿多诺不过是个冒牌专家，如今已被唱片指南（Schallplattenffihrer) 这 

一真正的“领袖”—— 简言之，是被施莱伯主席—— 所取代。我们中的一 

些人一直在批评“指南”是对艺术作品的简化体验，这些举措当然只是为 

了将艺术作品的对抗特性转化为一种无害的所谓审美体3金。

让我把施莱伯有关“唱片指南”优点的说辞与“时代 -生活公司” 

(Time-Life Corporation) 的广告并列到一起，后者担保道：

虽然你的时间可能有限，但你将广泛而有益地阅读……那些在 

风格和意义上真正永恒的书。这个计划的优势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 

编辑花费了数千个小时来寻找问题的答案，而同样的问题你也一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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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自己很多次……他们的工作之一就是挑选出少量优于其他所有书籍 

的书。在每一个实例中，编辑都会撰写特别介绍，以强调本书的独特 

之处，它已经具有或将会具有怎样的影响，它在文学和当代思想中赢 

得了什么位置……这些书籍将装订在耐用、灵活的封面中，类似于用 

于装订精美《圣经》和弥撒书的封面。

我邀请受众对“时代 -生活公司”和 “海森巴特尔 -施莱伯联盟” 

精明的公关代理进行了一个比较式的内容分析。

我将以此结束我对俄狄浦斯式反抗阿多诺的表现形式的采样工作。 

我想对各方都不断提及的阅读阿多诺很困难的相关评论再啰嗦几句。111的 

确，阿多诺的文本是非常难读难懂的。他从未打算让他专业领域和思想 

阵营的同事或他的所有读者和听众感到轻而易举。他从不能容忍—— 这 

也是阿多诺作为“拦路虎”的另一变体—— 他必须说的话应该去适应一 

种容易消费的模式。相反，他对自己与其受众提出的要求只是他在生产 

和公认的、富有成效的想象中追求本真经验这一主题的另一种变体。他 

对语言的责任感，他对单向度、无内涵、不含糊的高效语言与简化的衍 

生思想全方位出现所表现出的强烈敌意，对它们没有给独特、异质、富 

有成效的想象和反对的声音留下空间表示出的愤怒反抗，让我想起大约 

一百七十年前柯勒律治写给骚塞 （ Robert Southey) 的一封信，在信中， 

他为 他 的 “晦涩”（obscurity) 风格辩护，并将其与“柔弱无骨的现代盎 

格鲁 -简 卢 主 义 风 格 （ Anglo Gallican style) 进行对比，后者不仅能被事 

先 （6ef〇rdMnd ) 理解，而且摆脱了……所有书本和知识记忆的眼睛，从 

来不会因为事后的回忆而使心灵受到压抑，而是像普通访客那样，停留 

片刻，便让房间完全开放，为下一个来访者敞开了大门” 121。我不知道阿 

多诺是否知道这封信，但我敢肯定，如果我告诉他柯勒律治对“晦涩”的 

赞扬是对语言消费主义的机智拒绝，他准会微微一笑，点头称是。这样

[ 1 |我 很 清 楚 ，这 种 批 评 通 常 是 针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提出的。—— 原注 

[2] Coleridge ro Southey, October 20, 1809; in Collected Letters o 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ed. Earl 

Leslie Griggs (Oxford, 1959), vol. 3, p.790.-----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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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我们就可以来看看另一位思想家—— 像阿多诺一样也是“拦路虎” 

化身的弗里德里希•尼采—— 的说法了。他 在 《黎明》的序言中写道：

我并非白白成为语文学家；也许我现在还是一个慢阅读的教 

师。我甚至开始慢慢地写。眼下，这不仅是我的习惯，甚至也是我的 

品味，也许是一种变态的品味，只写那种让每个匆忙的人感到绝望的

东西...语文学（philology)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向往....

在一个“工作”的时代，也就是说，在一个匆匆忙忙、很难体面、让 

人过度手忙脚乱的时代，在这个立刻“把事情搞定”、哪怕是搞定无 

论新旧的每一本书的时代，语文学反而成了最吸引人和刺激人的事 

情。也许，语文学本身不会如此匆忙地“把事情搞定”；它教我们怎 

样读得好，亦即慢慢地、深刻地、专心地、谨慎地、带着内心思想、 

半开着心灵之门，用灵巧之手和灵敏之眼。 W

我们这些了解阿多诺的人永远能铭记于心的，该是他的这一形象： 

“半开着心灵之门并用“灵巧之手和灵敏之眼”触摸着他所做的一切。

[1]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Dawn o f Day, trans. Joharma Volz (London, 1910), pp. XxviU-xxix. 

CTranslarion emended.)-----原注



亲 历 法 兰 克 福 学 派 ：从 “非同一”到 “独 异

—— 塞缪尔 •韦伯先生访谈录 m

赵 勇 ：韦伯先生，您是英语世界最先译介阿多诺思想的学者。许多 

年前，当我撰写博士论文时，曾受益于您的翻译和研究论文。比如，您 

曾创造性地构造了一个新词：Massmediauras, 从而形成了一种深刻而有 

趣的观念，我在撰写法兰克福学派的文章时曾试译为“大众媒光”，回想 

起来颇受启发。我们的访谈或许可以围绕法兰克福学派进行，从有关阿 

多诺、本雅明的问题开始。记得您曾追随阿多诺学习过，我对您的这一 

经历很是好奇。首先，我想了解您是如何对阿多诺的思想感兴趣的？

韦伯：I960年，我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尔后，我作为交换生去慕尼 

黑大学待了两年，主要学习德语。1962年我回到美国，从秋季学期开始 

进人耶鲁大学的比较文学系，跟随韦勒克（ReMWellek)。当时他是位有 

名望的大师，耶鲁也声名卓著。从那时起，我的一切生活开始发生变化。

首先，我对耶鲁非常失望。韦勒克人特别好，颇有雅量。不过从智 

识上说，他的课程不是那么有趣。他刚刚完成了四卷本的《现代文学批评 

史》，我想现在没有人会去读了。那是特别无趣的现代观念汇编。乏味的

[ 1 ] 塞 缪 尔 •韦 伯 （ Samuel Weber, 1940 ― )是美国西北大学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德语系、 

比较文学系教授，该校驻法国巴黎批判理论项目主任，也是把阿多诺的著作（《棱镜》）首次翻译  

到英语世界的学者。2016年秋，应笔者之遨，韦伯教授来访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并 以 “独  

异 ”（singularity) 为主题，做了题为《独异问题导论—— 兼致中国听众》《文学认知的独异》《感觉军  

事 化 ：进 行 一 场 “反恐战争”意味着什么?》的三场系列讲座^ 10月 P 日，笔者在瑞草轩茶馆对韦 

伯教授进行了专题访谈# 访谈由李莎博士现场口译，并由她后期整理、翻译成稿，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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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这些观念和各自的语境分离开了，比如黑格尔曰，{射林曰，诸 

如此类。大体上看，我觉得耶鲁的思想不是那么令人兴奋。不过，那里 

有一群学生很活跃。其中有一位来自圣保罗的巴西人尤其活跃。他名叫 

罗巴托.施 瓦 茨 （Robato Schwartz) , 仍然健在。他可能在维也纳获得过 

救助。纳粹在奥地利掌权，他的父母移民到别的可以生存的地方，就去 

了圣保罗。他很了解德语传统下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卢卡奇、新马克思 

主义传统。他向我们介绍了 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卢卡奇，还有 

阿多诺、本雅明等。这些信息不是来自老师那里，而是从相当优秀的研 

究生同学那儿得到的。 _

其次，1962年秋的世界大事是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和古巴的关系恶 

化。我生于“二战”后的美国，一 直认为美国处事公正，反对纳粹、法 

西斯主义等等。从古巴革命开始，美国对古巴的态度发展到古巴导弹危 

机。突然间，（美国）变得问题重重。原先确立的政治价值遭受一种危险 

方式的挑战。古巴导弹危机很可怕，我们看到苏联的舰艇靠近古巴，美 

国不得不去阻止他们。这时美苏很可能发起一场战争。所以在这个紧张 

的局势下，我突然发现了阿多诺的思想。我想指出这个背景很重要，我 

并不是单纯去图书馆读读书而萌生兴趣的。一方面，那时已有的文学理 

论太学院化了，切断了和政治、社会问题的联系；另一方面，社会问题 

很严峻。因此对我来说，阿多诺的思想是一个重大发现，远远超过卢卡 

奇对我的吸引力。这源于阿多诺同时致力于文本内在批判和社会批判。 

那个时期，我边读边译他的《棱镜》文本，我称之为“文化批评和社会”。 

他在其中论述着什么是“内在批评” （ immanent criticism) , 换句话说， 

他以此对抗筒化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比方说后期卢卡奇思想中的一 

些东西、斯大林主义的卢卡奇，在那儿一切都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因素。 

阿多诺运用的是内在批判，做的是文学研究。我当时从事比较文学的研 

究，也对其他东西感兴趣，比方说弗洛伊德、各种语言等等。这就是我 

发现阿多诺思想的契机。

赵勇：您刚才提到了韦勒克，韦勒克在中国文艺理论界知名度很 

高，我们这里也译介了不少新批评学派的思想。顺着您的思路，您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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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谈 1960年代美国人文学界的情况，这种状况与您亲近阿多诺的思想有 

关联吗？

韦伯：的确如此。我当研究生的时候，有两个思想派别进行着激烈 

的大讨论，分别是芝加哥大学的亚里士多德道德哲学学派和耶鲁的新批 

评学派。每派的思想都不算充分，但多少有些道理。那时我也找到了保 

罗 • 德 曼 （ Paul de Man)。德曼和阿多诺无法统而言之。不过，他们都 

是细读文本的思想家，并且有广阔的视野，远超于学院里那些彻头彻尾 

的形式主义批评，后者在当时是主流。这二人不是完全的形式主义派，

也非道德说教派。阿多诺当然不是新批评派，也非亚里士多德派。不过 

他运用辩证的方法，尝试从里到外地研究美学、诗歌、文学，把它们视 

为对•社会、权力、关系的批判，诸如19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等等。似 

乎突然间能够以精深复杂的方式来思考文学和哲学，并且没有忽略社会 

问题。对我来说，这很关键。这不是美国当时所用的道德说教方式。那 

些进行社会批判的学者，像哥伦比亚大学的莱昂内尔•特里林 （Lkmel 

Trilling) ,他的学生斯蒂文•马尔克斯 （ Steven Marcus) ,他们当时是一个 

学派，却又总是在基本的道德价值上下功夫，没有联系社会，被当作“元 

社会的”（mete-social) 批评。我不太认同这种方式。比如，当时我看约 

翰•肯尼迪为美国政府一个政策作辩护，明显是个殖民政策。那是有关 

麻油矿物油混合物的政策，为美国的油、糖公司牟利，却用夸张的道德 

词汇宣扬。约翰•肯尼迪是个了不起的演说家，但我对这种言论已颇为 

怀疑。那时爆发了猪湾事件 （Bay of Pigs Invasion) ,美国试图人侵古巴未 

遂，接着是刺杀肯尼迪事件、越南战争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从 

年代中期开始，这些事情推翻了美国作为公正、规范、美好社会的神 

话。所以我正好读阿多诺。他到过美国，并对美国社会的种种现象进行 

过批判。这就是我对他感兴趣的缘起。

赵勇：众所周知，阿多诺是很难读懂的，您当时是怎么开始研究阿 

多诺的呢？

韦伯：我立即就展开了翻译，因为在读德文的时候，反正就在翻译 

了。为了去理解，不得不翻译。所以我想何不把它译过来？我是从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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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 的 《文学笔记》中关于巴尔扎克的论笔（essay) W开译的。然而第一 

句话我就没法下手。德语似乎是 “Der Bauer kommt in die Stack” ，我用 

英语译不出Bauer这个词。没有哪个词能对应它。Peasant和它不对等， 

farmer也不一样。Farmer是拥有土地的农人。Peasant或许还接近一点， 

Peasant暗示不具土地所有权的人。Bauer既不是Peasant，也不是 Farmer。 

所以，第一个简单的词我就无法下笔。这种体会贯穿了日后我的所有翻 

译经历。最难的词不是那些理论概念之词，而是那些具体指涉的词，带 

着不同的社会历史意味，有些美国英语没有对应的东西。这 ®£是我研究 

阿多诺的初始。对我来说，阅读就是翻译。后来，我把译稿发给马尔库 

塞。他当时在马萨诸塞州沃尔塞姆（Waltham) 的布兰戴斯大学 （ Brandeis 

University) 教书。那时大约是1964年，他邀请我和他会面。他建议我把 

译稿寄给阿多诺，听听其意见。阿多诺收到后对此赞许有加，他鼓励我 

继续翻译。我和我的女友（后来成为我的第一任妻子）决定翻译阿多诺 

的 《棱镜》。我得说，这本书相比于其他著述容易一些，不过也很难，有 

许多不是概念而是实指的词汇。

赵勇：那是什么机缘促使您去德国跟随阿多诺学习的？您^•当时的 

社会研究所是什么样的印象？

韦伯：在康奈尔大学，我遇到了保罗•德曼。他当时在开设一门研 

究生的课程，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无疑非常精彩，促使我去 

了解海德格尔。那时《存在与时间》刚刚被译成英文。接着我告诉德曼， 

我对阿多诺的思想很感兴趣。虽然德曼和阿多诺的研究并不相同，但是 

他给了我三年的奖学金，前两年在康奈尔，最后一年去法兰克福和阿多 

诺学习。后来就自然而然发生了那些事。我在耶鲁只待了一年。这令人 

有些尴尬，因为韦勒克问我为什么这样做，要不要再给我一些奖学金？

[ 1 ]  后面将会请教韦伯教授有关e m y —词的翻译问题，essay这里试译为 “论笔”。关于为什 

么如此翻译的原因，笔者后来曾撰文说明。参阅《作为 “论笔” 的文学批评一从阿多诺的 “论笔体” 

说起》, 《文艺争鸣》2018 年第1 期，

[ 2 ]  原文的语序是 “Kommt der Bauer in die Stadt…”。参见 Theodor W Adorno, Balzac-LcktUrej 

Noten zurLiteratur,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4, S. 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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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不，这不是钱的问题。但是我无话可说，他那么好，我总不能说 

在那儿很无趣。我忘记了怎么说的，不过总有些理由吧。所以，自1964 

年起我在康奈尔两年，1965年到1966年在法兰克福。

在法兰克福跟阿多诺学习的时候，我享受优待。你想我远道而来， 

是第一个译者，阿多诺给我的译书写了序言，评价很高云云。他那时还 

不是那么有名，人们对他的译介也不太多。我在那儿比较特殊，因为我 

不是依赖于他的门生，他不是我的博士导师，我也没有过博士导师，那 

是个名称而已。德曼只是指导我的博士论文，他像是那种讽刺话中所谓 

的放任的父亲，说你尽管去，写了寄给我看就行。他人特别好。他知道 

我对阿多诺的思想很感兴趣，不过他感觉热情总会消退的，哈哈。年轻 

人痴迷一些事物，但总会消退。我当时不明白，但德曼清楚，没人会痴 

迷什么人物超过一年。不过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总之，我在德国的情况比较特殊。我是学文学的博士，不是哲学， 

也不是社会学，但阿多诺是哲学和社会学的教授；另外，我的家人当时 

加入美国犹太团体，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因此我和霍克海默有了来往。 

1965年，霍克海默已经退休，他每年会在法兰克福待一个月，参与阿多 

诺的研讨班百分之七十g 右，以此跟他保持联系，不是完全离开。霍克 

海默住在瑞士。他是哲学家，也是商人，所以和美国犹太团体有往来。 

我和他见面时谈论纽约、美国人，很少谈论哲学问题。霍克海默给我讲 

过一个故事，我特别喜欢，那是相比于德国人而言，美国人比较越礼的 

故事。他说他夫人有糖尿病，从前他们住在纽约，夫人时常得注射胰岛 

素。—个礼拜天晚上，他们没有胰岛素了，就去药店买。不过，买胰岛 

素需要有医生的处方，他们没有。药店的人就问，你们有doctor (医生） 

的处方吗？霍克海默壮起声势说，没有，不过我自己就是一个doctor (博 

士)。那人接着回答，噢，不过，那你是什么的doctor (博士)？霍克海默 

爱极了这个故事，也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弄到胰岛素。这就是美国人的 

越礼之处，对德国人来说，doctor (博士）很有权威。我和霍克海默就是 

这样交往的，亲切但无关学术，会会面喝杯咖啡而已。

赵勇：您提到的生活中的霍克海默很有意思，印证了我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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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时的感觉。那么生活中的阿多诺是什么样的？读阿多诺的著作，觉 

得他的论证绵密紧实也诘屈聱牙，他讲课时也这样吗？那个时候学生运 

动应该开始了，我一直很感兴趣的是，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是从事社会批 

判的学者，却逐渐走到了学生的对立面，因此也与学生产生了种种冲 

突。在您看来，为什么他们会做出如此选择，进而不支持学生的革命 

事业？

韦伯：SI5时研讨班的氛围非常沉闷，所有年轻学生对教授都言听计 

从毕恭毕敬，他们很高兴我能参与进来。我听的两门课程度都很高，阿 

多诺讲授的内容是《美学理论》和 《否定的辩证法》里的，他讲课的方式 

被德国人称作印刷厂（druckerei)。我们没有笔记参照，他说什么就是什 

么。他有一个秘书帮着录音，然后记下作些改动就出书了。他说的句子 

都很长很长，并且不带稿子，就像他写的那样毫无纰漏，令人惊叹。两 

门课后来结集出版成《美学理论》和 《否定的辩证法》，这两本重要著作 

在那个时候就完成了。

的确如此，那时学生运动开始了。阿多诺、法兰克福学派和学生们 

之间有许多冲突。学生运动不是文化大革命，然而有点朝那个方向发展 

的意思。问题在于批判理论的理念很好，但是怎么去改变社会。你得注 

意德国那时处在过渡转型的重要时期。中年一代都是纳粹时期长大的， 

1%〇年代中期他们在社会上有了权势名望，像政客、教授这些人就是 

如此。他们并不愿意破坏现状，而是想维持平衡。总是觉得这儿有点过 

分，那儿有点过激。与此同时，他们这代人对美国很恭顺，美国不仅是 

“二战”的受害者，还是民主自由的代表，青年一代可不这样想，越战 

让他们觉得美国是殖民主义，被宠坏的国家。所以年轻人和高级教授之 

间有很强烈的冲突。阿多诺处于这两者之间。一方面他在启发学生，另 

一方面他并不想卷人这些实际冲突。我在那儿的第一年，发生了一件非 

常好笑的事。德国人用一些筒柱贴海报、宣传页、广告。一天早上，那 

上面贴了一张巨幅的阿多诺照片，红色的边框，上面用德语写着：“是时 

候了，同志丨现在是时候夺取权力了！—— 特奥多尔.阿多诺教授”。阿 

多诺知道后又愤怒又害怕，他马上拟了一个法律投诉声明，与此撇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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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这个事件本身分属于慕尼黑情境主义运动，是那种无政府式的后马 

克思主义。这个运动来自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其中一个领袖叫居伊.德 

波_ (GuyDebord) , 他写过《景观社会》（ILaSoc/î duSpectac/e)。他们批 

判社会，这点和法兰克福学派有相合之处，不过他们的言论激烈欠缺思 

i f 。他们影响了很多人，比如利奥塔。到了 i % 8 年初，这些人发起了无 

政府主义革命，从法国扩展到其他国家。不过这回是德国境内慕尼黑的 

组织，他们的人做了海报来羞辱阿多诺，他确实非常尴尬特别生气。不 

过 ，阿多诺和社会主义德意志学生联盟（SDS， Der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imd) 的冲突也开始L 这是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的青年团体， 

他们有很多改革意见，非常激进，他们对一切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这样 

阿多诺就被夹在中间。因为大家都以他为示范。不过，批判理论是某种 

激进批判运动的基础，并不能真的指导行动。当时学生开始占领大学， 

他们也占领了社会研究所。众所周知，阿多诺叫了警察。这是个重大失 

误 ，当然后来他非常后悔。他说本应该跟学生们协商和解的。不过这个 

反应代表了恐慌心理。阿多诺担心被政府和研究机构推翻。从 1%5年  

起 ，这些冲突开始激化起来。

赵勇：您这番讲述非常生动。我了解到因为阿多诺对学生运动的态 

度 ，他被讥之为“ 口头革命派”，能否这样评价他的批判理论？

韦伯：可以说阿多诺自己沉迷于一种享乐主义的生活，而他的学生 

在社会上处于岌岌可危的处境，想从他那儿得到改变社会的具体方法。 

这样就有冲突。有个著名的事件就是一些女士走上台脱掉衣服羞辱他》 W 

15个时候，阿多诺已开始构建起一套强大的批判，反对从荷马到现代的 

西方自恋思想，就是批判西方思想没想为他者腾出地方来。不过阿多诺 

本人很自恋。他常常交往有权势的女友。那人很漂亮，是个有权势的律

坐在那儿听他的讲座，诸如此类。有时我也能感同身受这些矛盾之

[ 1 ] 这次事件发生在1969年 4 月 2 2 日的一次讲座上。当时有人在黑板上写标语（“If Adorno is 

left in peace» capitalism will never rease” ），有人在教室里散传单（“Adorno as an institutioti is dead” ），而 

三名女学生则走上讲台，围着阿多诺投掷玫瑰花瓣，表演情色哑剧，并最终麵露乳，以示羞辱。阿 

多诺挥着公文包抵挡一阵，抓起帽子和外衣落荒而逃。具体愦况可参见“译者导言**中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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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教授们生活优越，然后告诉学生们这个社会不公平，他们自己却受 

益于这个不公平的社会，这就很分裂。以我的处境为例，美国西北大学 

的本科生是要花一大笔钱交学费的。不过，阿多诺在这方面最为突出， 

因为学生们都关注着他，以求解决之道。我自己的感受是，阿多诺不仅 

没法给出一种政治行动规划，这在当时自然是很难的；而且他的思想在 

某种程度上一直很抽象。他发展出来的思想范畴像非概念化、非同一， 

这些都是相当泛化的。你必然要对具体事物进行批判，但他的思想太宽 

泛就无法抵达这些具体层面，有必然性却并不充分。对我而言，他在具 

体问题上过于蜻蜓点水。 -

这是我后来对本雅明和德里达感兴趣的原因，我找到了一种聚焦于 

具体事物的方式，主要是以意指（signifying) 的方式对语言提出质疑， 

这其实就在阿多诺宽泛的非概念、非同一的思想范畴里。所以我对本雅 

明、德里达，还有一些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的研究，一以贯之地延续了阿 

多诺的思想，并非分道扬镳，这里面并不矛盾。我所谓的独异(singularity) 

正是非概念、非同一范畴和具体情境的结合。但是事物总是变化的，独 

异也不是确定的东西。也就是说，当你涉及独异问题的时候，你面对的 

并不是一个概念，它改变了书写的方式，也改变了语言的功能，等等。 

我在法兰克福参与阿多诺研讨班的时候，曾递交过关于隐喻的论文。在 

其中，我论述隐喻问题不可消除其语境因素。他的学生们听后火冒三 

丈，但阿多诺为我辩护，非常和善。因为他对音乐感兴趣，这也在同一 

个方向上。不过，我发现阿多诺思想暧昧不明的地方，在于他那种黑格 

尔式的历史发展概念有目的论倾向。阿多诺运用的一个德语词凸显了这 

个问题。当他探讨音乐的内在发展的时候，他用形式的规律来批判庸俗 

的还原主义。但这是一种理想化，我并不认为有那种规律或形式。比 

如，在他的音乐理论中，他很早就说斯特拉文斯基很糟糕，勋伯格很 

棒 ，但他还不知道怎么面对东欧文化那些最没有西方特点的音乐，因为 

他还是带着黑格尔式的历史内在发展规律，走向一种 总 体 （totality)。当 

然他批判这一总体的概念，在他对黑格尔的解释中，说总体并不是板上 

钉钉的那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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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是否可以说阿多诺思想的摇摆可疑之处在于，一方面他有黑 

格尔式的目的论倾向，另一方面又是非概念化、非同一的？

韦伯：这样说有点大而抽象，他可能会同意。但他还是会避免这 

样去说。比方说，德里达的术语 iterabilky (可重复、可复述）也比较宽 

泛 ，但他说这不是一个概念，其中有些事物不得不完结掉，我想他是说 

kembilky联结着这个概念和非概念化的具体之物。我研究并写过“重复” 

(rep— 这一思想。阿多诺和本雅明的很大一个分歧在于，阿多诺由 

于某些原因只取重复里同一这个意义，并认为它不是辩证的，这不是克 

尔凯郭尔式的重复。我记得他写道，“克尔凯郭尔一书论述重复的地方很 

有趣，但是我要是朝他那个方向走，就偏离了自己的规划”。他是在批判 

克尔凯郭尔是一种内在主义。

对•我来说，重复是一个重要的非同一的范畴，它带来了一些游戏、 

变易、运动，'从普遍走向独异。霍克海默有一位杰出的学生，叫 Kari- 

Heinz Haag, 他曾是耶稣会信徒，看上去也像那么回事。他为阿多诺的纪 

念文集写过一篇文章，名 为 “DasUnwiederholbare”，意思就是“不可重复 

的”。我曾写过这一学派不理解“不可重复的就是可重复的”。换句话说， 

独异是不可重复的，同时只有重复的方式才产生独异。重复不仅仅是阿 

多诺所批判的大量生产，对此本雅明也有提及。不过，我曾引用本雅明 

在 《德意志悲悼剧的起源》中的话，重复和独一无二应该同时考虑到。对 

it匕我没见过阿多诺有什么理解。

不过，说到阿多诺和黑格尔，可以从他们对康德的理解来看出些分 

歧。阿多诺曾经让他的学生不要像黑格尔那样简单地看待康德，黑格尔 

在 《精神现象学》导论里嘲讽地批判康德不懂得辩证云云。因为那时候 

阿多诺的学生们都推重黑格尔，但是阿多诺说康德是思考非同一的重要 

哲学家，他曾为此写过一章。所以他并不只是黑格尔式的，也有康德这 

—面。

赵勇：说到康德，本雅明的思想是不是与他更紧密一些？

韦伯：我想是这样。说到本雅明和康德的联系，我写过一本书。 

在本雅明早年的《未来临的形而上学》中，他从经验这个观念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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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康德。康德认为本体和现象之间、普遍和理性、物自体和我们之间有 

不可逾越的区别。经验在他看来比认知更广，并不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 

的观念。但是本雅明认为不是这样的，得从有限和独异来考虑经验。彼 

得 •芬 沃 思 （ Peter Fenves) 教授做了许多研究来具体地阐述本雅明和他 

的老师亨利希•李凯尔特 （ Heinrich Rickrn) 之间的联系。李凯尔特很有 

趣，阿甘本釆用的 bloIksLeben (赤裸生命）就来自他，本 雅 明 的 《暴 

力批判》也写过这个观念。他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有过批判。阿多诺和 

本雅明都曾师从于他。他是新康德主义者，还是马堡大学的教授，教过 

海德格尔。blofksLeben就从他对柏格森富于同情的批判而来，叫 《生 

命哲学—— 吾时代哲学潮流的表现和批判 》 （Die PMosopiiie des Lebe/is. 

Darstellung und Kridk der phllosophischen Modestromungen unserer Zeit) „ 本 

雅明很清楚把认识论批判延伸到基于有限之物的批判认识论是复杂的问 

题，这和海德格尔有些类似。年轻的本雅明和年轻的海德格尔有很多相 

似之处，像从独异、有限、存在来重新思考生命，尽管两人的观念并不 

相同。这个问题也打开了本雅明关于语言意指的思考，这里我再说北师 

大课上的一些论点。那时本雅明和海德格尔都准备写关于意指形态的教授 

资格论文，本雅明对知识的观念批判得更多，这一面和康德有关，更加强 

了他的批判。这也涉及本雅明的一切价值取向，比如为什么要成为一名诗 

人，而不仅仅是有欠缺的哲学家，什么是诗人可以做到而哲学家却是难以 

企及的。

赵勇：您曾写过研究本雅明的专著《本 雅 明 的 “诸种能力’’》 

从您这次来北师大的演讲中，也能感觉到您对本 

雅明的说法多有借用。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您怎样评价阿多诺与本雅明 

的思想异同？从您自身的研究特别是“独异”观念来看，您是否更倾向 

于本雅明的思想？

韦伯：我认为阿多诺是很重要的，他设立了一个大体的框架。换句 

话说，当我提出从《圣经》到新旧约、笛卡尔等有一种延续，我称之为一 

神认同范式，这更接近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的态度。但是说到实 

际研究文本，本雅明可能更重要些。我有一段时期很难认同本雅明的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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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亚批判观念，我不相信事物可以被拯救，或者说应该被拯救。另一方 

面 ，本雅明论悲悼剧的书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一本书。因为我从中读到 

了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还有戏剧、语言，一切都令人印象深刻。只 

是书的最后一部分我不接受，把寓言当成一种拯救的象征。我认为最后 

一页他撤退到一种辩证的思想。这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 赵勇：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曾经思考过阿多诺和本雅明之争，当 

时我主要是在他们哲学观和美学观的分歧方面思考问题做文章。除此之 

外，您觉得还有哪些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韦伯：阿多诺和本雅明之争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争论，很难纯粹在 

知识层面谈论，因为阿多诺在纽约生活无忧，而本雅明却为基本的生存 

挣扎，他更接近政治危难。他们频繁通信。阿多诺担心本雅明关于19世 

纪的观念摇身变为还原论者（reductionist)。但我觉得问题并不在那儿， 

而在于本雅明的弥赛亚观念。本雅明试图建立一种弥赛亚式的马克思主 

义观念，这是问题所在。因为如果你试图去拯救的话，就背离了非同一 

的冲动。本雅明的理论总有一种拯救事物的倾向。比如说到“起源”，会 

有还原某些事物的努力。他说那些事物辩证地运行，直到展现出历史总 

体。所以本雅明仍然有总体的观念，他不够彻底地康德化。因为康德说 

4尔只是运用理性去认识，你并不能知道总体是什么。从这个问题来说， 

阿多诺吸取了黑格尔VersShmmg (融合）这一观念，这也是基督教的观 

念 。这是阿多诺特别关键的词，就是两个相反的事物融合，但不是有意 

±也去统一它们。最近上课时我谈到德勒兹（GillesLouisRen6 DeIeuze) 的 

间距，它决定了两个相异事物的联系，他谈到天主教电影，特别是布列 

松 （ Robert Bresson)。德勒兹从天主教意义去讨论电影，打开了融合问题 

的宗教维度。但是阿多诺不认为融合是宗教上的。所以回到你的上—个 

问题，我想我的研究是结合了本雅明和阿多诺两个人的思想。

赵勇：说到关于艺术上融合的问题，我倒想到阿多诺一个颇为矛盾 

的观点。那是 《棱镜》中的第一篇文章 “ 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 

这篇文章的最后有阿多诺的一句名言 ： To write poetry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这句话曾引起许多争论或者说误解。我前两年写过一篇文章，名



4 8 0 丨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论笔选

为 《艺术的二律背反，或阿多诺的“摇摆’’》W ，是想贴近阿多诺的相关 

解释与回应，把这一命题看作阿多诺提出的一个有关“二律背反”的理论 

难题。您是如何看待他的这句名言的？

韦伯：阿多诺这句话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有两个原因。首先， 

barbaric (野蛮的）是针对不会讲本国语言的外国人，希腊人叫那些异 

国人是野蛮人，因为他们只能听到别人巴巴巴的说话声。因而没有哪个 

词比它更野蛮了。阿多诺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如今依然，比如法国人 

把宗教激进主义者、恐怖分子叫作野蛮人，俄国人和美国人互相称作野 

蛮人，人们把他者当作野蛮人，等等。重要的是严肃对待词的意思，野 

蛮这个词是取消他者的话语意义，当成不可理喻的东西。一切因之遭受 

损害。当然我了解阿多诺的用心，诗歌所建构的民族性、暴力的缺席在 

奥斯维辛之后变得苍白。不过，奥斯维辛之后是时间上的还是别的什么 

意思，这句话的含混使其广为人知，也或许不受待见。它把议题极大地 

简单化了，并不能鼓励人去思考，这就不对了。阿多诺在《异域词语》 

( “WSrter auS der Fretnde”）这篇小文里谈过他在学校说外国词汇而被嘲 

笑的经历，因而尝试论述异国词语的重要意义。他应该意识到barbaric本 

身有取消他者的这层意思，而不是以否定的姿态拿了就用。这句话有很 

多可说。这里的诗歌本身指的是抒情诗 （ die Lyrik)。抒情诗传统更多自我 

中心的意味。所以这句话就是不应该在奥斯维辛之后写那些抒发自我的 

诗。但这样说是很愚蠢的，自我持续存在着，重要的是取决于怎么去写 

诗，所以就会谈到策兰。但策兰的诗是很成问题的，我并不是他的毫无 

异议的倾慕者。他的诗也有些自我沉溺，我不是特别喜欢。不得不说， 

这句话即使是否定的意味，但引起广泛的议论就很有意义。阿多诺此言 

确实带着一定的阶层偏见，基于某种艺术的观念，虽然他从不认为如 

此。比如阿多诺写过贝克特，那时贝克特写诗。照这句话的意思，你可 

以在奥斯维辛之后讨论贝克特的诗吗？贝克特就是对奥斯维辛经历的反

[ 1 ] 此文已收人拙著《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第 99—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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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跟策兰一样。阿多诺青睐贝克特，所以问题可能在于德语词Lyrik。 

在阿多诺写作时，一位法国学者Hugo Friedrich写了现代抒情诗的教材， 

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

当我在法兰克福的时候，阿多诺的出身问题也显露出来了。纳粹占 

领德国的时候，阿多诺已经离开了，他只待到1934年。他写过一篇文 

章，被一位名叫Balthur von Schirach的人收入纳粹杂志，我想此人被希特 

勒重用过。阿多诺可能用的是别名写了关于民歌的东西，并不是纳粹的 

宣传，但仍然是件可怕的丑闻。W阿多诺认为自己是牺牲品，比如当时 

海德格尔是特别罪恶的人，诸如此类。也许阿多诺对自己的态度感到特 

别内疚。他有一半犹太血统，其父是犹太商人，他取了他母亲的姓。很 

长时间他的名字是Theodor Wiesengrund, 姓的意思是草地。阿多诺是托 

马 斯 •曼 的 《浮士德博士》一书中一个角色的原型，有个人用钢琴弹奏 

“Wiesengrund”，这个描写耍弄了一下阿多诺。可以说，阿多诺以这个方 

式拒绝了父亲的犹太背景。天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对此进行精神分析。 

我想他意识到了有些恶劣，说过任何幸存下来的人都该感到内疚，为什 

么我活下来了而别人被杀害了。他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一半犹太血统， 

想要适应新的统治秩序，跟德曼有一点点类似，但那是另一粧事了。我 

在那儿的时候，有人发现了 Balthur von Schirach的杂志，这件事就公之于 

众了。阿多诺感到非常尴尬。

赵勇：您从 barbaric引 入 “异域词语”问题，这令人耳目一新。我 

接着就要请教一个异国词语的问题。阿多诺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Der 

Essay als Form”，但 Essay很不容易译成汉语。目前汉语中对译Essay的有 

“随笔”“散文”和 “论说文”等，但我觉得都不理想。在阿多诺谈论的 

语境中，或者参照阿多诺的写作风格，您是怎样理解Essay这种文体的？

[ 1 ] 孙传钊在《阿多诺的°硬伤" ) > < « 博览群书》2005年第 5 期）一文中介绍说：阿多诺曾 

在 纳 粹 “全国青年指导委员会”的机关杂志《音乐》（1934年 6 月号）上刊登过音乐评论。此文盛 

赞 门 采 尔 （ Herbert M iinud) 为 希 拉 克 （ Baldur von Schirach) 创作的题为《被压迫者的旗帜 》 （ Die 

FahnederVcrfoIgtcn)所谱的曲，而 《被压迫者的旗帜》诗集则是“献给元首阿进夫.希特勒’的• 

这应该就是韦伯教授所谓的“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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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理解或许有助于我们寻找一个更恰当的汉译。

韦伯：我很久没读这篇文章了，需要回头再琢磨一下。不过，我想 

这些翻译都不准确。阿多诺会说Essay有自身连贯性，但不是成系统的整 

体。英语和德语中，essay源初的意思是尝试（derVersuch)，古英语写作 

assay, 意思也是试验。不是已完成的，只是试验的。比方说，我记得克尔 

凯郭尔的《重复》在丹麦语里用了尝试一词。这个词可以译作试验，听起 

来是科学实验，但与此无关。所以 essay是尝试的、未终结的，但绝非散 

漫的。阿多诺不会接受“散文' 他希望一切都被紧密地论述。而 “论说” 

也不对，问题在于你先存了观念来论证它，暗示着有既成的观点 。 Essay 

更像一种探索，就是试验，并没有确定的答案。因而关键问题在于认识 

是牢固的、确定的，还是相对的、试验的。

赵勇：最后请您谈谈当下的一个现象。前几天，刚刚公布鲍伯•迪 

伦 （BobDylan) 获得了新一届的诺贝尔文学奖。阿多诺是流行音乐、爵 

士乐的批判者，他对摇滚乐应该也没什么好感。如果阿多诺在世，您觉 

得他会如何评论鲍伯•迪伦的这次获奖？

韦伯：我想这是两件事。我认为阿多诺对爵士乐的批判有意思， 

但的确过于简化。实际上，我做研究生时和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讨论过此 

事。这人是英国的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原先在奥地利。他叫艾瑞 

克 .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 ,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 

任教于伦敦大学声誉卓著的伯克贝克学院（Bkkbeck) , 近年刚去世。他从 

马克思主义的宏观视野撰写了现代欧洲的发展进程，非常令人敬仰，学 

识极其渊博。那人抽一支烟斗，穿一身英式长袍，是奥地利长大的犹太 

人。他曾化名Francis Newton在 New Stefesman杂志上发表评论爵士乐的 

文章。他在奥地利长大所以懂德语，认识阿多诺，能读他论爵士乐的原 

文，当时英国人都还做不到。我曾在一次午饭时碰到他。他说，你翻译 

阿多诺这非常好，但是他对爵士乐一无所知。我得说当我重读《棱镜》的 

0才候，我认为其中有些论断是正确的，当然也实在是太过简单化了。有 

些地方也有道理，比如他对爵士高音的低俗作心理分析。阿多诺应该认 

同爵士乐，因为爵士乐中的即兴演奏是他寻求的东西。这还是因为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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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 得 “重复”（对非同一的）生产力这一方面。

谈到鲍 伯 •迪 伦 ，我认为这太荒谬了。诺贝尔文学奖总是很荒唐。 

你浏览一下当年授予和没被授予的作家，有些本身很了不起却没有得 

奖。我非常欣赏迪伦，特别是他早年的音乐，但我不认为那是很好的文 

学作品。他是个很有创造力的歌曲作者。我觉得这不公正，不过这就是 

他们的传统，授予差劲奖。我是这么想的。然而这与爵士乐无关，我爱 

爵士乐。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〇17 年第4期 ）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实践：以阿多诺为中心
—— 马丁 •杰伊教授访谈录 1"

赵勇：'马丁 •杰伊教授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访谈。我在世 

纪之交做博士学位论文时曾拜读过您的《辩证的想象》（TAejDia/ecdca/ 

ima^inaflbn, 中译名为《法兰克福学派史》）、《阿多诺》（Zc/orn o)、《永 

恒的流亡》（PermanentExi/e s) 等书，当时获益匪浅。在英语界乃至整个 

西方学界，您是最早梳理和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史、阿多诺的学者，您的 

工作为后来者打开了 一条通向“批判理论”的绿色通道。借这个机会，我 

要首先向您表示谢意！

我想首先从《法兰克福学派史》谈起。这本书您是在 I960年代后 

期开始搜集资料，做访谈，1973年面世。准备写作这本书时，法兰克福 

学派的第一代理论家都还健在，这给您的资料准备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但我觉得可能也存在着许多困难或麻烦，您觉得写作此书最大的麻烦， 

或者最难处理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您只写到 

1950年？这与研究所返德之后的这段历史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有关系吗？ 

杰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们都还健

W  马丁 •杰 伊 （MartinJay, 1944 _ ) 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U nivers ity o f C a lifo rn ia, 

Berkeley) 历史系教授，也是西方世界首次写出《法兰克福学派史》的学者。2019年秋，应笔者之邀， 

杰伊教授莅临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参加了 “审美、社会与批判理论的旅行”国际学术研  

讨 会 （9 月 21—2 2日）。会议举办前夕，他做了三场系列讲座：《阿多诺和音乐唯名论》《“除了夸  

大其词，精神分析中垄无真实性可言”：弗洛伊德和法兰克福学派》«宏 阔场域中的 1%8:法兰克福  

学派与历史的崎岖道路》，并于9月 15 B 在文艺学研究中心会议室接受了笔者的专题访谈„访谈由 

李莎博士现场口译，由博士生王悠同学后期翻译并整理成稿，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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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却也四面楚歌，在美国和德国都颇具争议。我是一名历史学家，不 

是政治理论家或辩论家，因此我希望保持一些历史的距离。如果写他们 

回到德国后的历史，相当于是试图搞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那是记者的 

方式，而历史学家需要某种客观的距离。因此，1950年，也就是他们返 

回德国的那一年，算是结束一段历史分析的合理时机。除此之外，当我 

开始研究时，我发现有大量的材料要阅读，而此前我对法兰克福学派的 

历史一无所知，没有人写过传记，他们的作品很少被翻译，所以这真的 

是一片未知的大陆。我发现它是那么深广，而要求一个年轻的学者——  

我是在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开始这个项目的一 讲好整个故事几乎是不可 

能的。大约二十年后，罗尔夫•魏格豪斯（RolfWiggershaus) 写了第二 

部法兰克福学派史，一直写到当代，大约有800页。所以当年我决定写到 

1950年为止是明智的选择。

赵勇：伊格尔顿对《法兰克福学派史》的评论是“描述精湛，可是 

却没有讨论任何一个事件” ra, 您同意他的看法吗？

杰伊：我不确定他说的是哪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伊格尔顿当时 

是一位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写了一本关于本雅明的书，书中认为本 

雅明应该和他的非马克思主义阐释者分开来看。那以后伊格尔顿已经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法兰克福学派的 

回应有时是从托洛茨基主义的角度出发的，试图强调他们在政治上的不 

足，或者反过来说，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比我所写的更投人。在批评之 

外，伊格尔顿和我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对他的很多作品都 

表示尊敬，但他是与众不同的那种知识分子，与我渴望成为的那类截然 

不同。

赵勇：您在《法兰克福学派史》1996版的序言中提到了魏格豪斯的《法 

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并且有一句评论：“甚至这部将近 

800页的巨著也没能公正对待已经出版的所有著述，以及它所继续谈论的

[ 1 ] [英]特里.伊格尔顿：《异端人物》，刘超、陈叶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第 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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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人物和诸种观念。”W您所谓的“不公正”指的是什么，能否举个例子？ 

您对魏格豪斯的这部著作如何评论？

杰伊：让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关于学派内部的历史与他们思想发 

展之间的关系，从更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可以通过他们在象牙塔中的与 

世隔绝来理解他们的工作，这使他们能够在不受政治压力或制度约束的 

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思想。他们毕竟是私人资助的，所以这项工作可以发 

展成一个“茧”，他们不是某个政党的成员，他们与大学的联系程度也 

不高，他们不会被迫做某些事情，比如教学和大学学术要求的委员会事 

务。他们有很大的特权来发展他们的思想而不受制于这样的机构。

同时，作为流亡者—— 这对于他们的美国时期非常重要，他们在很 

大程度上也与美国社会隔离。所以他们没有公开写过关于美国政治的东 

西，例如关于罗斯福总统及其“新政”。因此，避免写太深入的背景化历  

史是有合理性的。然而，回到德国后，.他们重新进人了世界，并扮演了 

更重要的公共角色。在美国他们基本上不为人知，也不受当时美国知识  

分子生活的许多限制和压力的影响。后来的学者，尤 其是托马斯 •惠特  

兰 （Thomas Wheatland) 和戴维■杰尼曼 （David Jenemann)，写了一■些关 

于他们美国经历的书，这些书表明，他们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与纽约和其 

他地方的美国知识分子进行了交流。P1他们接触到一些我以前从未见过的 

材料，展示了他们与某些美国知识分子对话的程度。

至于魏格豪斯的书，那是一个复杂的故事。我很了解魏格豪斯， 

我们一直关系很好。我曾多次被邀请评论这本书，但从未接受，部分原 

因是列奥•洛文塔尔对这本书感到非常委屈和苦恼。他认为魏格豪斯低 

估了他在学派历史中的作用。我和洛文塔尔关系密切，我不可能不考虑  

他的失望而问心无愧地去写这篇书评，所以我只好对这本书敬而远之。

[1] Martin Jay, The Dk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 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 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 xxi.

[2] Sec Thomas Wheatl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in Exile,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 f Minnesota Press, 2009; David Jenemaon, Adorno in America,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 f  

Minnesota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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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是一本重要的书，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本书在对一些 

问题的理解上可能比我的书更机械一些，它的影响没那么大可能是因为 

它写得太长了，但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参考资料。至于他没有包括的内 

容，那就是关于第二代和第三代的记述（有些人现在甚至谈到了第四 

代)。学派的不同分支出现得如此之多，不排除某些主题就不可能写出简 

洁、直接的历史。大约两年前，斯图亚特 •杰弗里斯 （ Stuart Jeffcies) 在 

英国出版了关于学派历史的书，比较通俗，也比较受欢迎。w当然，法兰 

克福学派的历史一直存在政治争议。我最初被一些人批评为太悲观了， 

只是强调了学派昔日的辉煌，却对它在1%〇年代的政治斗争中对当代的 

作用不感兴趣。但总的来说，这已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新左派在随后 

的岁月里已逐渐衰落。

赵勇：《法兰克福学派史》第二章的主题是“批判理论的起源”，在 

这一章中'，您对批判理论的性质、特征、内在构成等等都有很精微的分 

析。其中您特别提及：“实践与理性实际上是批判理论的两极，就像一个 

世纪前的黑格尔左派所面临的那样。’’ 121您是如何理解批判理论的“实践”

功能的？这种实践仅仅是在理论层面运作，还是包含着某种介入现实的 

可能性？’

杰伊：这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上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他们把批判理 

论界定为传统理论的对立面，并认为批判理论的最终目的是改变世界， 

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这样他们就把批判理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计划的 

一种延续，这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提纲”中得到了最好的 

表达。

但难点在于如何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如何找到这两者之间的 

中介。卢卡奇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心照不宣反对的对象，他在共产党先 

锋队中找到了结合的办法，共产党自称代表工人阶级，根据马克思主义 

理论，工人阶级是解放的、普遍的阶级，他们的革命活动将对资本主义

[1J Sec Stuart Jeffries, Grand Hotel A bps: The Jives o f the Frankfurt School I^ondon: Verso, 2016.

[2] Martin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 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 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p.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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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破坏。然而，法兰克福学派对德国共产党没什么信心，可以肯定的 

是，研究所的一些人物在1920年代开始时带有一些矛盾心理，但到 2 0年 

代末，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同情，然后慢慢放弃了他们的信念，不再相信 

工人阶级会扮演马克思赋予他们的角色。所以他们不能像卢卡奇那样相 

信共产党先锋队能够代表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能够获得普遍的解放。接 

下来的问题是：还剩下谁？有没有另一种历史动因，以另一种方式彻底 

改变历史？他们承认没有直接的选择。

保持理论的活力意味着避免对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给出一个快 

速而方便的答案。哈贝马斯后来所称他们的“冬眠战略 ” （ strategy of 

hibernation)，意味着激进主义就像冬眠的熊一样，应该怀着希望去睡一 

会儿，当它随后醒来，理论就和确实是解放的实践相关了。阿多诺有一 

个著名的比喻，多年以后“瓶中信” （ messages thrown into bottles) 会被冲 

上大海，这是对没有被放弃但被推迟的实践的比喻。

I960年代后期，当学生开始阅读他们的早期作品时，他们被指责  

为虚伪，因为一些人认为他们没有从学生运动中看到新的革命主体，新 

|的变革推动者。因支持学生运动，马尔库塞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分道扬 

镳了。阿多诺则矛盾重重，学生们认为他在某些方面背叛了他们。从长 

远来看，我认为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谨慎是明智的，因为学生运动虽然 

成就不俗，但它确实没有结束资本主义，创造一个自由的社会。也可以 

说，苏联等地的共产党也失败了，在欧洲的语境中它当然不是一个巨大 

的成功。因此，在这种程度上，他们不愿强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似乎是 

一个审慎和明智的决定，当然这仍然是非常有争议的。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回到德国后，上电台做演讲，在报纸上发文章， 

政治上很活跃，他们也参与到创建一个后纳粹德国的进程中—— 不一定 

是工人天堂或马克思主义版本的社会主义，而是社会民主的，甚至在一 

定程度上是自由的，一个拒绝法西斯思维方式的国家。他们在政治上非 

常积极地建设战后西德。学生们是否对他们的努力感到满意是另一个问 

题，但至少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积极的，即便他们也为这种更温和的活 

动可能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承诺相违背而感到困扰。但他们仍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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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这个层面上，参与政治是值得的。

赵勇：您刚才提到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提纲”：“哲 

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您觉得批判 

理论与这条提纲是否还存在着某种关联？

杰伊：改变本身是开放的，尽管人们希望这种改变将会朝着解放的 

方向推动世界，将会创造更大的自由、富足、平等和正义，而无论我们 

认为规范意义上“改变”的概念是什么，但也有一些方式可以将世界变 

得更坏。哲学家们有时认为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是有益的，但实际上却会 

形成更糟糕的问题，因此改变本身是重要的，但人们总是要问：改变的 

方向、目的和副作用是什么？经历过纳粹时期、民主的崩溃和大屠杀， 

他们知道改变本身有时是可怕的，所以在他们想要守护的启蒙运动、西 

方传统甚至自由主义的某些方面和他们渴望实现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 

着一种平衡。因此，他们对 I960年代的一些学生过快地拒绝接受德国 

1945年之后取得的成果感到不安，后者过于轻视联邦共和国的自由民主 

成就，追求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法兰克福学派担心的是，这将走向 

错误的方向，甚至有可能成为反乌托邦。当然，他们原则上同意第十一 

条提纲：仅仅解释这个世界是不够的，你必须为有助于解放的改变而努 

力。作为其视野，哲学绝不应该丧失这种抱负。

赵勇：我也想起您在1991年为《辩证的想象》中译本写的序言中说 

过：“借用一个比喻，批判理论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工具箱，而不是一个行 

动计划。” 111时至今日，您 对 “工具箱”的看法有什么变化吗？

杰伊：“工具箱”是一个很好的比喻，这不是我发明的。它通常用 

于描述各种可能的工具、方法、见解或路径，可以根据想要解决的问题 

的类型而使用。批判理论从来不是一个从基本前提开始，逻辑地得出最 

终结论的绝对的系统。它折中地混合了不同元素、不同起源、不同来 

源，其中特定类型的I 具如精神分析、对大众文化的批判，连同其他来 

自西美尔、韦伯、马克思和其他人的社会学见解，能够灵活应对不同的

[11 [美 IM.杰伊： 辩证的想象〉中文版序言》，张晓明译，《哲学译丛》1991年第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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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至于哪种工具更有用则取决于环境。例如，今天在美国和其他地 

方，研究偏见的兴趣重燃，尤其是对《威权主义人格》的研究，是为了 

理解新右翼民粹主义。以特朗普、欧尔班、约翰逊和其他民粹主义领导 

人为例，他们使用着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煽动者们使用的相同技术，利 

用了相同的心理状态。同时，洛文塔尔的《骗人的先知》（丹opAeft o f  

Dece/t. A Stu办 o f the Tec/migues o f the Amer/caii -A逆Yafor) 为理解他们的操 

纵技术提供了有用的工具。这个例子表明，一段时间内不相关的工具如 

何能突然变得有用。

赵勇：您做讲座的一篇文章是《“除了夸大其词，精神分析中毫无 

真实性可言”：弗洛伊德与法兰克福学派》（“ ‘In Psychoanalysis Nothing 

is True but the Exaggerations5: Freud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这篇文章 

中说：“阿多诺离开欧洲加入纽约研究所的队伍，这在批判理论的发展中 

常常被看作一个开始范式转换的事件。”这似乎是说明阿多诺加盟研究所 

的重要性。那么如何理解批判理论的范式转换？阿多诺到来之后，批判 

理论的范式转换到了哪里？

杰伊：最明显的转变发生在弗洛姆 （ Erich Fromm) 离开的时候。阿 

多诺一点也不尊重弗洛姆。他不同意弗洛姆强调家庭的作用，阿多诺认  

为家庭已经失去了保护个人免受大众文化和商品化直接影响的能力，他 

也不同意弗洛姆对弗洛伊德理论中生物学契机的放弃。

此外，法兰克福学派逐渐失去了最初跨学科的希望，即一组学者 

可以一起研究一个问题，并在霍克海默的理论指导下得出一个总体14的 

答案。相反，个别成员开始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例如，弗朗茨 •诺伊曼  

(Franz Neumann)与弗里德里希.波洛克 (Friedrich Pollock)的观点不一致 ， 

波洛克将其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应用于“新政” （New Deal) 和法西斯主义， 

也应用于苏联，与诺依曼更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观念相 

冲突。

而且，阿多诺的训练和其他人非常不同。他 从 来 不 像 马 尔 库 塞 么  

黑格尔主义，他从本雅明那里学到了一些独特的甚至是神学上的思想， 

这些思想在学派早期的历史上从未产生过影响。事实上，在 1927年彳巨绝



本雅明那篇非常艰深的教授资格论文上，霍克海默是参与者。那是本雅 

明关于《德意志悲悼剧的起源》的第二篇论文，显然，霍克海默并没有真 

正理解它。他是汉斯•科内利乌斯 （Hans Cornelius) 的学生，后者是拒 

绝这篇论文的委员会成员。因此，阿多诺引入了霍克海默自己从来没有完 

全吸收的思想，他们在1940年代合作的工作后来成为《启蒙辩证法》的 

内容，其中某些本雅明的主题变得更加突出。

简而言之，阿多诺开始与霍克海默合作，马尔库塞被边缘化，弗洛 

姆被允许离开，这些变化意味着，批判理论逐渐发展得更接近阿多诺后 

来所称的“否定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与马尔库塞的《理性和革命》不 

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文本。我认为这是我 

们可以谈论30年代末40年代初范式转变的主要原因。

赵勇：法兰克福学派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关系是法兰克福学 

派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您对这一问题也多有探讨。我记得您在《阿多 

诺》一书中就引用过阿多诺的“除了夸大其词，精神分析中毫无真实性可 

言”，并作过分析今您又以这个句子为主标题进入这个问题，提供 

了许多细节，也特别提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 

的媒人"。今天看来，这桩婚姻究竟是幸还是不幸？

还有，与马尔库塞、弗洛姆相比，阿多诺对弗洛伊德的态度似乎更 

暧昧一些。他既在分析爵士乐、法西斯主义宣传模式中使用了精神分析 

方法，又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有所保留。您觉得阿多诺在其思考中引入精 

神分析方法是一种成功的尝试吗？

杰伊：我认为它很有创造性，但并没有提供他们最初希望的所有答 

案。基本上，它有四个目标。第一是解释工人阶级失败的原因。工人阶 

级的精神在哪些方面，工人阶级的无意识在哪些方面有可能使他们难以 

履行其所谓的作为革命主体的职能？为什么他们在很多方面甚至是专制 

的？第二是解释法西斯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努力理解的新现象。马克 

思本人没有预见到法西斯主义，他的追随者低估了法西斯主义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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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rtin Jay, ylc/omo, London: Fontana Paperbacks, 1984, p.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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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引入精神分析，是为了弄清楚法西斯主义为何能够吸引 

那些本不应该被轻易诱惑的人。第三个目的—— 这主要是就马尔库塞而 

言—— 是在个人的身体中找到一种乌托邦式的解放冲动。这种乌托邦不 

仅存在于社会关系或文化中，还与解放本能或驱动力有关，尤其是我们 

的力比多需要。在复杂的情况下，它甚至意味着找到一种方式让死亡冲 

动服务于解放。第四种用法，也是阿多诺与马尔库塞的不同之处，那就 

是强调社会与心理之间的张力，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张力，文化与身体之 

间的张力。精神分析无法被马克思主义完全整合，无法与和谐的社会心 

理学完全有机地融合，反而成了一种美德，阿多诺认为，相对于弗洛姆 

和马尔库塞所拥护的有机整体的终极目标，这是一种健康的非同一'性的 

表达。

在所有这些方面，精神分析都是混合体的一部分。有趣的是，精神 

分析作为一种治疗，一 种治愈，一种让人们摆脱精神异常的方法，并不 

是大多数批判理论家认为的弗洛伊德的宝贵遗产。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 

异，而不是无缝的融合，再一次使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认 

为应该统一的东西分开了。批判理论更能意识到无法让它们整合到一起 

的差异，并试图拯救理论，即使它不能通过治疗或政治激进主义立即实 

现于实践之中。

在 《最低限度的道德》一书中，阿多诺看到了弗洛伊德思想的墨守 

成规、悲观主义和对社会主义的草率摒弃，对此他抱有很大敌意。弗洛 

伊德本人是一个传统的自由主义者，而阿多诺认为他的政治观点是成问 

题的。所以在阿多诺看来，弗洛伊德也拋弃了早期那些能激发更激进结 

论的勇气。他退回到自我心理学之中，这基于资产阶级关于健康的个体 

自我的概念，阿多诺并不认为这是真正解放的准则。但是阿多诺和他的 

同事们认为，你可以反对弗洛伊德的意图而从精神分析中获得真正解放 

的潜力。

赵勇：我们已经谈及阿多诺。在您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中，我发 

现您似乎更关注阿多诺与洛文塔尔。您如何评价阿多诺在法兰克福学派 

中的贡献？还有，您在文章中曾提到“阿多诺与洛文塔尔在霍克海默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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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宠"这件事，您能否简单讲讲？

杰伊：后一个问题是很难谈论的，因为它从未公开过。阿多诺和洛 

文塔尔从未在公开场合争吵，但他们从年轻时起就是友好的对手。他们 

关系密切，但也会争夺年长导师的青睐，首先是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Siegfried Kracauer) 〇

克拉考尔比他们年长很多，他生于1889年，是一个非常热情、聪 

明、复杂的人。从感情上说，他与阿多诺和洛文塔尔都有着非常密切的 

关系。我们现在知道，他与阿多诺的关系可能有同性恋的一面，至少最 

初是这样。早期的插曲结束后，他们仍然是朋友，尽管后来几年关系紧 

张。阿多诺和洛文塔尔是同代人，所以他们与克拉考尔的三角关系涉及 

两个年轻人向前辈争宠的兴趣。

后来，霍克海默在研究所扮演了一个类似的角色，不涉及性的方 

面，而是作为一个年长的权威人物。很明显，阿多诺终究是一个比洛文 

塔尔更有分量的知识分子，他在音乐、文学批评等很多方面都是天才， 

在各个领域一共写了二十多卷书。洛文塔尔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学者，但 

不是一个天才，他知道自己在学派历史上只是一个次要的人物，而阿多 

诺是最重要的，甚至超过霍克海默。同样明显的是，阿多诺可能非常小 

家子气，在人际关系中可能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比如，他还觉得自己 

在和马尔库塞竞争，甚至在本雅明生命的最后阶段，与他的关系也很 

糟，一些人认为他以某种方式强迫本雅明改变了他的一些观点。虽然几 

乎没有证据表明阿多诺这么做是出于恶意，但他肯定对本雅明的一些理 

论提出了或许不无道理的质疑。无论如何，本雅明似乎对这种结果都感 

到懊恼。

所以，阿多诺这个人显然很难相处，他和洛文塔尔的竞争最终导致 

了他们私人关系的破裂。阿多诺回到德国，帮助重建了位于法兰克福的 

研究所，而洛文塔尔则留在了美国。洛文塔尔认为他应该从研究所得到 

—笔补偿金，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却拒绝提供。洛文塔尔极度痛苦地给克 

拉考尔写信，抱怨阿多诺背叛了他。阿多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试图把洛 

文塔尔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中抹去。洛文塔尔讨厌魏格豪斯的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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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它站在阿多诺的此种立场上，把他在学派的历史中写得几乎无足 

轻重。洛文塔尔从未公开过他们的争吵，总是正面谈论阿多诺，但这确 

实是一段非常紧张的关系。阿多诺并不是容易相处的人；很多人不喜欢 

他的为人，他傲慢，爱评判，但他也是个天才。

当然，阿多诺在过去二十五年里已经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历史上的关 

键人物。马尔库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退出人们视野了，弗洛姆也一样， 

尽管有人试图重提他们。虽然洛文塔尔关于政治煽动者的著作在当前环 

境下获得了新的关注，但他从未有过阿多诺那种声望。霍克海默在组织 

研究所方面非常重要，他有许多开创性的想法，但他在写作上遇到了麻 

烦，因此他的遗产比较有限。

阿多诺借助音乐方面的研究作品和他与“第二维也纳学派”的联系， 

对 20世纪音乐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或者至少对其诠释产生了巨大影响。 

他在音乐学上现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或许有争议的人物，同时他在当代 

文学批评、社会学、文化理论以及哲学上也有影响。他十分多才多艺， 

有这么多不同的支持者，这么多不同的领域认真对待他，这意味着他真 

的继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赵勇：如果没有霍克海默和社会研究所，阿多诺会不会是他后来的 

这种样子？

杰伊：我认为这是一个后来者如何看待一个人作为一个集体的代表 

的问题。霍克海默非常重要，他是把一切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是主要 

的组织人物，也有很多原创的想法。霍克海默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人， 

但阿多诺在今天已经超越了他，成了一个更重要的人物。在法兰克福大 

学被称为阿多诺广场（Adomoplatz) 的中央庭院中央，有一个玻璃盒子， 

里面放着阿多诺的书桌，周围是他作品中的文字。2003年 ，当他百岁冥 

诞时，法兰克福市把他打造成了一个伟大的市民偶像，成为城市挚爱之 

子，几乎可以和歌德相提并论。虽然霍克海默也被称为荣誉市民，但他 

的角色不那么突出。

阿多诺当然受益于与霍克海默的关系，由于他流亡时•得到了研究所 

的支持，他可以几乎不受制度上的限制，长期自由地工作。当他回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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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霍克海默和他先后担任研究所的所长，在德国教育改革和政治公共 

领域发挥了重要的公共作用。他们孜孜不倦地倡导将德国重建为一个自 

由民主国家，坚持去研究而不是忽视其可怕的过去。

赵勇：阿多诺曾经写过一篇《在美国的学术经历》，英译者在这个 

题目之前加上了 个欧洲学者”，变成了 “Scientific Experiences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您在《永恒的流亡》一书中也曾写过一篇《阿 

多诺在美国》 （ “Adorno in America”）的长文，您觉得阿多诺对美国是 

否存有某种欧洲人的偏见？美国经验，或者更准确地说，美国的经验主 

义对阿多诺构成了怎样的影响？ '

杰伊：当阿多诺来到美国时，他和许多欧洲难民一样，是怀着优越 

感、傲慢和感激这种复杂之情的。感激之情来自他们知道自己得到了庇 

护，在其他任何地方，包括苏联，他们都不可能轻易得到这种庇护。尽 

管像卢卡奇这样的正统共产主义者确实去了苏联（那里的一些人最终在大 

清洗中死去)，但法兰克福学派这些非正统成员意识到他们不能去。所以 

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美国是商业化的、粗俗的，还有他们不喜欢的其 

他东西，但相对于其他大多数国家，它对难民更开放。阿多诺刚到美国 

时适应得并不快，花了一段时间他才能欣赏美国文化的考些方面，爵士 

乐就是最好的例子。但当他回到德国时，他在美国已学得足够多，并且 

想把美国的某些价值观带回德国，帮助后纳粹时代的德国实现真正的民 

主。他明白美国的榜样力量，尽管它有种种缺陷，他甚至在冷战期间为 

美国的外交政策辩护，尽管有所保留。在承认文化工业的商品化可被视 

为软性法西斯主义的同时，他也理解某些美国传统和惯例的价值。德特 

勒夫•克劳森（DetlevClaussen) 是 “二战”后阿多诺的德国学生，曾写 

过阿多诺最好的传记之一，他说过：“没有美国，就没有批判理论。”他 

的意思是，美国经历对后来的批判理论的形成至关重要，阿多诺在流亡 

期间吸收了大量的东西。此外，尽管哈贝马斯从未移居美国，但他从美 

国的思想中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实用主义，并与约翰•罗尔斯 （John 

Rawls)、理查德.伯恩斯坦 （ Richard Bernstein〉和理查德•罗蒂 （ Richard 
R o r t y )等美国理论家进行了有价值的讨论。第二代批判理论中的美欧对



话可以看作是移民时代相互作用的产物，也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战后带 

回德国的经验。 '

赵勇：众所周知，阿多诺对于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是持比较消极的 

态度的，因此他也受到了学生的嘲讽并与学生发生了冲突。事后，阿多 

诺曾经说过：“当我建立自己的理论模型时，万没想到人们会用燃烧瓶去 

实现它。” [U这种态度和悲叹与罗兰•巴特的“结构不上街” •有没有相似 

之处？这是不是意味着批判理论也不能上街？

杰伊：同样，这取决于谁走上街头，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如何行 

动。批判理论与学生运动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它帮助创造的并不是一 

个失控的“弗兰肯斯坦的怪物” 121，但却无意中鼓励了一种乌托邦式的行 

动主义，这种行动主义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他们担心这样会引起更多 

的反革命，而不是革命。我们知道，1970年代所谓的“德国之秋” （ German 

Autumn) 实际上是一个镇压和恐怖主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红军派” 

(Red Army Faction) 和其他这类团体从事暴力活动，即使他们不用燃烧 

瓶，也往往是致命的。

批判理论从不认为这是解放行动主义的有效版本，而认为是一种伪 

实践，它源自这样一种信念，即你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并将其作 

为最终目标，而不考虑后果。但是，该做什么，不管它是否明智，有效 

还是无效，富有成效还是适得其反，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就像我之 

前说的，马尔库塞不同意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关于学生行为的观点，当时 

很难知道谁是对的。但结果之一是，许多学生一开始就觉得，是那些理 

论英雄们的犹豫背叛了他们（尽管在后来的几年里，一些人开始承认阿多 

诺他们的立场是明智的)。

赵勇：您在《法兰克福学派史》的 1996版序言中说过 ， 1969年 4 月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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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rtin Jay, i4rfomo, p. 55.

[2] “弗兰肯斯坦的怪物”（Frankemtein’s monster) 亦 称 “弗兰肯斯坦的生物”（Frankenstein’s 

creature)，是玛丽•雪莱（MaryShelley) 的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ensfein, 1818)中虚构的一个人物， 

也是书中科学家维多•弗兰肯斯坦利用从坟墓中挖掘出来的尸体制造出来的怪物。据雪莱描述，此 

怪物身高8 英 尺 （240厘米)，易情绪激动。它试图融人人类社会却遇阻受挫，便迁怒于科学家，并 

开始了对他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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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曰，几个属于德国S D S组织的女子冲上讲台，裸 露 “胸器”，打断了阿 

多诺的演讲。“这一象征性的弑父之举似乎是1969年 8 月阿多诺因心脏病 

实际而亡的一个预兆。’’⑴您觉得这两者之间•真有某种关联吗？ 4 月的事 

件是不是让阿多诺感到非常郁闷以至于影响到了他的身心健康？

杰伊：我们没有两者之间直接联系的证据，这只是又一件从叙述的 

视点仿佛顺理成章的事情。他先是遭遇了象征性死亡，父亲形象的阿多 

诺受到了羞辱，这位德国文化中强大的偶像教授被赶下了神坛。几个月 

后，他在山上爬得有点髙了，导致了心脏衰竭。我不确定我们能不能把 

它轻易简单叙述为因果关系。他在有心脏问题的情况下爬到那么高的山 

上，目前并不清楚他的医生针对这种风险的建议是什么。他的肉体之死 

也可能与他此前的象征性死亡没有什么关系。

赵勇：我觉得您对洛文塔尔很有好感，这可能是基于你们之间的 

友情。也因此，您还亲自为他编过一本书：《无法掌控的过去》（&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中，我觉得洛文塔尔比较低 

调，对文学社会学、大众文化的研究也非常扎实。如果让您来评价，您 

如何为洛文塔尔定位？如何评论他在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作用？

杰伊：洛文塔尔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者：他阅读每个人的文章，并 

做出批判性的回应。多年来，他一直是《社会研究杂志》（Ze/K d u ^ /S r  

Sozia/forschufig) 的优秀编辑，是真正使学派成为一个学派的人之一，

也是真正以建设性的方式与他人合作的人之一。我写第一本书时曾受益 

于他和霍克海默的通信，他们讨论制度和理论问题的程度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霍克海默从洛文塔尔身上学到了很多，反之亦然。我之前说 

过，霍克海默是资深人物，相对而言阿多诺和洛文塔尔、马尔库塞是青 

年人物等等，但洛文塔尔无疑是团队的一员。他自己的工作基本上有两 

个方面。第一种可能是被称为高级文学（high literature) 的意识形态批判， 

例如后来成为《文学与人的形象》 Ĉ teratofeandtfteJmageofM an) 中的

[1] M artin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ttnkfarc School and the Insdturc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p. x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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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论文，其中涉及塞万提斯、莫里哀、歌德和莎士比亚，以及像挪威 

小说家克努特•汉姆生 （Knut Hamsun) 这样的次要人物。他对自己在克 

努特•汉姆生作品中发现了法西斯主义的原始倾向这一事实感到非常自 

豪，那远在汉姆生成为纳粹占领期间挪威的拥护者之前。本雅明也曾赞 

赏汉姆生，但洛文塔尔认识到他作品中有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倾向。

他感兴趣的第二个领域是大众文化的定性分析，例如，通俗传记、 

肥皂剧等等。通过洛文塔尔的定性分析，法兰克福学派对他们后来称之 

为 “文化工业”的批判获得了实证的分量。他还对反犹主义的研究做出了 

贡献，甚至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共同撰写了《启蒙辩证法》的 “反犹主义 

要素”章节。

1950年代中期来到伯克利后，他在社会学和文学研究之间铺路搭 

桥，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将法兰克福学派的跨学科动力带入了美国 

的学术生活。1971年我来到该校后，有幸成为他多年的朋友和同事。 

I960年代，当马尔库塞受到右翼激进分子的威胁时，洛文塔尔经常把他 

带到伯克利，甚至把他藏在旧金山南部卡梅尔山谷的避暑别墅里。洛文 

塔尔比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都活得长，作为最后一位在世的人物， 

他经常去欧洲，特别是德国，担任他们的发言人，并获得了许多荣誉。 

就像我之前说的，他总是说阿多诺好，尽管他们有争执。他还与哈贝马 

斯等第二代人物有联系。

赵勇：在庆贺洛文塔尔八十诞辰纪念文集的序言中，您曾经用“谨 

慎”评论洛文塔尔的政治态度。【1】这种谨慎是个性使然，还是因为洛文塔 

尔后来长期生活在美国不得不处事谨慎？因为假如像马尔库塞那样激进 

的话，他就会受到死亡威胁。

杰伊：与马尔库塞相比，洛文塔尔不那么热衷于政治，^•成为有争 

议的名人也不那么感兴趣。作为新左派的所谓“导师”，马尔库塞成为右 

派的众矢之的，同时也受到了左派一定程度上的名人追捧，而洛文塔尔

【1】 M artin Jay, Permanent Exiles: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grad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 N e w  

Y o 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p. 105.



始终处于幕后。在伯克利，他非常支持激进的学生，并协助撰写了一份 

报告，对 I960年代中期的言论自由运动做出了回应，因此他从未像阿多 

诺在德国那样被视为背叛学生的人。但他不是一个公开发言的政治人物 

或公共知识分子。据我所知，他从未介人过媒体上的政治辩论，究竟这 

是因为他的个性，还是仅仅出于谨慎，这很难说。但他肯定被理解为同 

情学生事业和左派政治。

赵勇：既然您说到这里，我就想问您，法兰克福学派是否影响了美 

_ 的新左派？

杰伊：法兰克福学派本身在1%0年代并不太出名，尽管马尔库塞的 

《单向度的人》给了学生们一种他们也受压迫的感觉。不仅只有少数群 

体、工人或其他传统的阶级受到了剥削，生活在富足社会的学生也受到 

了剥削，尽管他们享有特权，但他们可以理解自己也是单向度文化工业 

的受害者。马尔库塞使他们感受到他们与其他受压迫群体的团结，而不 

仅仅是同情他们的困境。但总的来说，法兰克福学派还不为人所知。事 

实上，美国新左派对马尔库塞的解读非常肤浅，他们几乎不了解马尔库 

塞思想更深层次的理论基础。所以很难说他们在美国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和他们在德国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样的。

赵勇：洛文塔尔有句名言—— “大众文化是反向的精神分析” （ Mass 

culture is psychoanalysis in reverse )，阿多诺对他的这句话非常欣赏，您在文 

章中也有引用和简单分析。您能否再解释一下并谈谈它的深层含义？

杰伊：我认为它的主旨很简单：精神分析试图让你反思存在的冲 

突，通过诚实和直面深层正在发生的事情来解决它，并通过与—个治疗 

师的主体间性关系来加以实现。治疗师不会告诉你该做什么—— 他或她 

不是权威人士或导师—— 但允许你通过移情来获得更多的自主权，从而 

理解是什么激发了你的自毁行为和情绪。精神分析师不是指导学生的大 

师，也不是激励你追随他的领袖，而是去帮助你克服对大师的需要，获 

得更大的自我掌控、自主和自我控制。

大众文化恰恰相反。它创建依赖关系，使你看不到真正的问题。它 

给你虚假的或表面的满足，阻止你反思和发现自己的真实‘倩况。所以在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实践：以阿多诺为中心丨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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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大众文化与精神分析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所以阿多诺认  

为洛文塔尔精辟的格言非常令人信服。

赵勇：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之后，又有第二代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 

理论，第三代霍耐特的“承认”理论，还有第四代的罗萨的“社会加速” 

理论。您觉得这是对批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吗？批判理论应该怎样发展 

才是它可能的正确方向？

杰伊：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它的 

发展和改变。像许多其他的学派一样，从来就没有绝对忠实或服从原初 

文本的必要。最初的人物也没有扮演受人尊敬的创始人的角色，把其他 

人都变成虔诚的信徒。他们非常幸运，因为第二代有很多人，比如阿尔 

布雷希特•威尔默（AlbrechtWellmer)、克 劳 斯 •奧 费 （C lau sO ffe)、德 

特勒夫•克劳森（DetlevClaussen)，当然还有尤尔根•哈贝马斯 （Jiirgen 

Habermas)，他们或多或少是独立于第一代发展起来的。我最近的一本 

书 《理性衰落之后—— 论晚期批判理论》（ feason after Its JEcẐ se: On ia te  

用很长篇幅讨论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霍克 

海默、阿多诺等人对理性的理解，当哈贝马斯意识到原来对客观理性的强 

调使用作为一个规范批判的基础不充分时，他就将其往交往理14的方向 

发展了。我自己也被交往理论所吸引，我觉得将理性理解为在话语互动 

中论证的必要性，仍然是一种有价值的规范性选择，可以替代某搜科学 

的或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理性的概念。

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对哈贝马斯的立场提出了许多异议，这搜异议  

在我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得到了论述。也许第三代学派中最重要的人物 

是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Hormeth) ,他专注于认知问题，这不仅来自黑 

格尔，也来自社会理论家如乔治■赫伯特.米德 （ George Herbert M ead) 

和精神分析对象关系理论。相比理性交流，他的兴趣更多在于一种承认 

或认可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涉及从婴儿期开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并决定了人一生的社会关系。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说，批判理论仍然是 

—个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具有潜在的政治影响，已经超出了它最初的 

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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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克利，我们有一个“批判理论”的项目，它隶属于一个世界范 

围内类似项目的联盟。朱迪思 .巴特勒〇UdkhBUder) 是其主要创始人， 

这使得人们更加关注性别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中并 

不那么重要。我们也对身份政治和后结构主义的遗产问题感兴趣，因此 

这就超越了批判理论早期的定义，进一步扩展了它。

赵勇：2 0世纪 80年代以来，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也开始进入中国，

中国一些学者对批判理论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在哲学、美学、文学理 

论、大众文化理论等方面展开了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对于中国学者 

在这方面的研究您有什么忠告或建议？

杰伊：我一直对理论的旅行很感兴趣。与中国一样，美国也是这一 

德国理论旅行的受益者。批判理论在流亡美国阶段得到进一步发展，德 

国也从中受益。现在是到了让中国吸收这些早期旅行的成果，并通过中 

国传统和中国需求来过滤它们的时候了。最重要的是，现在是中国知识 

分子需要把批判理论运用到当代问题上的时候了，看看它会给你们自己 

的处境带来什么启示。

例如，1920年代，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批判理论必须解决的，即从资 

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由于苏联的成立和其他地方发生革命的可能 

性，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似乎 

要有一个转型。

第二个问题是对自然的支配。法兰克福学派一直关注着资本主义和 

西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导致的主体支配客体、人类支配自然的方式，这 

是一种对自然的侵略。

中国已经经历了非常快速的工业化，这是不寻常的，我认为没有人 

会否认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经历的显著变化，但在生态方面的代价也 

很严重。中国能否成为应对人类开发导致的气候变化的领导者？美国在 

本届政府（按：指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已经对应对气候紧急情况失去了 

任何兴趣，因此中国将不得不比过去做更多的事情来填补这个缺口。

在这场斗争中，批判理论长期以来对工具理性和自然支配的分析有 

很多有用之处，我希望它能对中国的行动有所启发，中国需要在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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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对其巨大代价的敏感性之间取得平衡。

赵勇：您在《阿多诺》一书的导言部分提到了阿多诺的文风（style) 

问题，说 1960年代中期，阿多诺的一本书首次译成英语，勇敢的译者写 

了一篇谨慎的序文，标题是《天书的移译》。此后便有了对阿多诺的翻 

译。但很有意思的是，除极个别的例外，他著作的译者很少愿意再译他 

的另一部著作。w我也曾试着从英语译过阿多诺的几篇文章，深感困难重 

重。阿多诺的这种文风甚至也难住了马尔库塞，因为他就说过： 阿道尔 

诺的许多段落连我都读不懂。” 您如何评价阿多诺所追求的这种“无调 

性”或 “非同一性”文风？您在《法兰克福学派史》的 1996版序言中说：

“阿多诺的‘漂流瓶’—— 他扔向‘野蛮洪流涨满欧洲’的信息瓶，在我 

们这个幸好野蛮较少的时代已抵达多个海岸。” 131如果无法破解这个“瓶 

中信”，那么抵达海岸的意义又有多大？对于阿多诺著作文章不好读或读 

不懂这个世界性的难题，不知您是否有什么好的建议？

杰伊：如何翻译阿多诺的作品今天仍是一个问题，不过当我说没  

有人尝试过第二次翻译时，那是三十年前的一个观察。从那以后，罗伯 

特 •哈洛特 -肯特尔（RobertHullot-Kentor) 翻译了几部优秀的作品，从 

阿多诺的关于克尔凯郭尔的书开始，然后是《现代音乐哲学》，最重要的 

是 《美学理论》，这是该书的第二个译本，十五年前由克里斯蒂安•伦哈 

特 （ Christian Lenhardt) 翻译的第一版使得阿多诺过于好懂了，阿多诺所 

写的长句子段落中没有任何断点或副标题，但伦哈特将其分解，试图使 

其成为易于理解的段落。

哈洛特-肯特尔认为这是对阿多诺艰深风格的背叛，这种风格内在 

地表达了他思想的复杂性。《美学理论》修正了的翻译更接近于苛刻的原 

文，但矛盾的是，它反而对当代英美思想界产生了更有力的影响。哈罗 

特-肯特尔现在正在重译《否定的辩证法》，这本书的第一次翻译也做得

[1] M artinjay^^om o, p. 12.

[ 2 ]  [英】布莱恩•麦甚编：《思想家—— 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第77页。

[3] Martin Jay, The Dklecd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 f [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 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p.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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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差。《启蒙辩证法》也需要第二次翻译，尽管他没有参与。

从个人经历而言，我想代表英语国家的读者向塞缪尔•韦伯和他当 

时的妻子谢瑞•韦伯的作品表达感激，因为他们勇敢地翻译了《棱镜》， 

这是阿多诺的第一部被翻译成英语的作品，我想应该是在1967年。韦伯 

在他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说它涉及‘‘翻译那些不可译的东西”时，他提 

醒我们即使尽了最大的努力也不可避免地会失去什么。但正如本雅明所 

说，翻译不应该仅仅因为表面上提供了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平稳 

过渡而受到赞扬。相反，他们可以在新旧两种语言之间创造一些新的东 

西，在文本中揭示一些原本不存在却潜藏在文本中的东西，从而创造出 

更丰富的语际意义的可能性。

所以我认为翻译得越多越好。我那本关于阿多诺的小书被翻译了两 

次，一次是在中国大陆，一次是在台湾地区。虽然我无法比较它们，但 

我希望第二次尝试是值得的。我只能想象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本翻译成 

中文是多么困难，希望阿多诺的一些独特的风格能够被保留下来。

值得指出的另一点是，阿多诺意识到了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尽管 

他的讲稿最终被发表了，但他非常不愿意让公众阅读他的讲稿，同时他 

故意用一种不容易说出口的方式来写作。《美学理论》不可能以讲座的形 

式呈现，尽管他确实发表了一些关于美学理论的初步演讲，这些演讲现 

在已经可以得到（而且也更容易）理解。像德里达一样，他欣赏书面语和 

口语之间的关键区别，前者通过表达方式使思想变得更浓稠，后者追求 

的是清晰和透明。与阿多诺的作品作斗争是值得的，因为他的思想已经 

够复杂的了，他的作品需要有一定的难度，要慢下来才能读懂。我认为 

在这个被快餐和即时满足统治的世界中，这是一件好事。

赵勇：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翻译是理解的进步。

杰伊：是的，你必须把要读的内容读完，可能要读好几遍。读了很 

多遍这些文章以后，我知道自己每一次都学到了新的东西。我从不觉得 

自己彻底把握了文本，我总是得以看到第一次没有理解的东西。在那些 

对话口吻的写作中情况并非如此，它将简单和清晰置于复杂之上。

赵勇：最后请教您一个翻译问题。阿多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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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Dan^ gedL/fe—书非常重要，但一直没被译到中国（不过估计很快会 

有两个译本面世），但书名却早有翻译了。通常的译法是《最低限度的道 

德》，但考虑到阿多诺喜欢反用（其实也是戏仿一种）他人表达而在对比 

中推出自己的思考，如MnimaMorai/a ‘‘题献”的第一句话中有“忧郁的 

科学" （ melancholy science) 之说，便是反用了尼采所谓的“快乐的科学” 

( joyfol science )。我也看到过一个资料，说Mnima Mora/fa是对亚里士多德 

Ma^naAforai/a ( 《大伦理学 》 ）的反用和戏仿，那么，是否可以把Mfnima 

•Morai/a译作《小伦理学》呢!？

杰伊：我认为这两种引用，“忧郁的科学”与 “快乐的科学”的对立， 

“Minima Moralia”与 “Magna Moralia”的对立，都表明阿多诺意识到了哲 

学传统。在第一种情况下，他指的是尼釆；在第二种情况下，他指的是 

亚里士多德，但俾也意识到其间的历史距离。在大屠杀的余波中，在幸 

存者被毁的生活中，你无法写出一门快乐的科学，你 只 能 是 郁 的 ，意 

识到历史已经走向可怕的方向。

“Minima”而不是“Magna”意味着你不能建立一个基于第一原则的 

义务道德体系。你所能做的就是以一种微观的道德与格言的例子来提供 

默示的道德教训，但这不能归结为抽象的道德戒律。这是一种特殊的、 

非同一的、矛盾的道德，一种知道自己不可能完全一致的道德。它与传 

统的约束道德或伦理规则的概念非常不同。这是一种在事物不再凝聚成 

系统整体的时代的道德。尽管如此，它还是通过引导你对那些之前可能 

认为理所当然的假设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从而给你一些指导。这就是 

为什么阿多诺愿意说只有夸张是真实的。因为它们把你推到了一个妥 

协的温和位置。在这个位置上，矛盾可以毫不费力地克服或否定。承 

认和面对道德直觉的不调和并置，而非它们的完全调解，可能会带来  

—些好处。

(原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〇2〇年第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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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地，想琢磨一番该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看能否写出 

—篇博士论文。于是我选定四个理论家一一阿多诺、本雅明、洛文塔尔 

和马尔库塞—— 开始与他们较劲。坦率地说，这四人的东西都不好读，

也不容易懂，而最能把我读得一头雾水者，则非阿多诺莫属。为了把他 

老人家的著作文章理解得准确到位一些，我不得不首先做起了翻译。那 

个时候，对我做论文来说特别重要的文献如《论音乐中的拜物特性与听之 

退化》《永恒的时尚：走向爵士乐》等，都还没有译文；《论流行音乐》虽 

已有人节译过，却是藏在1993年的某家电影刊物里。因那时还没有“中 

国知网”，我也就无法开启“天网恢恢”模式，将 它 “捉拿归案”。于是 

我只好硬着头皮，亲自操刀了。有些文章，我只需翻译其中有可能引用 

的三言两语或十句八句即可告退，但这三篇论笔，我则译了个八九不离 

十。许多年之后，当 《论音乐中的拜物特性与听之退化》成为我与学生读 

书会上的细读篇目时，我记得我是带着一个老旧的纸质笔记本参加讨论 

的，因为那上面有我2001年做的翻译。

这就是我译阿多诺的开端。萨义德说：“ ‘开端’常常是被留在身后 

的东西；思考开端的时候，我们有时就像莫里哀笔下的茹尔丹先生，通 

过回顾我们平日里一直循规蹈矩做的事而获得尊敬。”我来说出这个开端 

不是为了获得尊敬，而是要说明我当时的窘境。因为那时我做翻译，不 

过是菜鸟一只，小白一个，没有任何经验可言，于是摸着石头过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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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学习战争，就成为我最初的翻译姿态。而我一上手就要对付“不 

可译”的阿多诺，其狼狈相自然可想而知。所以，在 他 的 “天书”面前， 

我常常是跌跌撞撞，摇摇晃晃，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很受伤也很无 

奈。而那个时候，我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倣翻译就是为了写论文。写完 

论文，我就觉得可以跟折磨我的阿多诺挥挥手、作作揖、告告别了。也 

就是说，那时候我根本没有动过要把阿多诺翻译成一本书的念头。要想 

图快活，别碰阿多诺一 大概，这就是我彼时的心理状态。

但我定力毕竟不够，终于还是又找阿多诺“碰瓷”了。毕业留校任 

教后，我长期担任“文学理论专题”课的主讲教师。2005年，童老彡市做 

主编、我任副主编的《文学理论新编》面世，此书又成为我这门课的主打 

教材。因童老师启用教材编写新思路，已把“经典文本阅读”的框架纳人 

其中，我就拿来别人翻译的阿多诺文章一~《文化工业再思考》—— 让它 

进入了教材，并成为学生的必读篇目之一。但几轮之后，便有二三同学 

拎着这篇译文找我，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句话该作何理解。我核对 

英译，原因自然也就浮出水面：理解困难与阿多诺的话语表述无关，而 

是或因翻译有误，或因译得生涩。那个时候，我们这本教材按出版社要 

求，已启动了修订计划。我便想着何不趁机重译此文，给同学们提供一 

个更为可信的文本呢？

《文化工业述要》就是在此背景下翻译出来的，但此文的校译之功却 

要记到Y 兄头上。记得2009年 4 月，当我很是忙活一阵才把阿多诺的这 

篇译文鼓捣出来后，心里依然不踏实，于是便把它交给一位英语科班出 

身、研 究 “西马' 在文艺学专业拿了博士学位的朋友，请他帮忙校对。 

他校之后，因依然有拿不准之处，我便想起了远在美国的Y 兄。

Y 兄本名曹雅学，山西晋城人也。因其网名的首写字母是Y ，我便称 

其 Y 兄，其实她是女士。我知道的情况是，1979年她从我的家乡出发， 

先到北大求学，后去深圳打拼。经历了完整的80年代之后，她又赴美留 

学，然后就在美国安家落户，并于世纪之交开始了文学写作。应该是她 

见我写过赵树理的文章，遂引为同道，又动用老乡关系，于 2006年辗转 

找来，与我通信，寄我作品—— 我现在还记得她创作的两篇英文小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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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转学》（“Transfer”），二 叫 《主题 》 （ “The Subject”）—— 于是我 

们成了网友。那时博客初兴，我 应邀进驻“天涯社区”，在 “赵勇专栏” 

里或自言自语，或胡言乱语，她则成为那里的常客，跟帖留言，嬉笑怒 

骂，出言不逊，名气很大。为了激发她的创作欲，我甚至在我的一亩三 

分地里特辟一个栏目，名 为 “Y 兄 说 话 '意 在 “引蛇出洞 '不出所料， 

随后她的散文、译作果然源源不断，纷至沓来。记得在我的影响下，她 

读起了阿多诺的MnimaMorai/a ，并翻译了其中的《在镜子的背后》《所有 

的小花》《雅努斯的宫殿》等篇，很受网友喜欢。她认为 ， MniinaAforaZk 

被 译 作 《伦理随想录》更能传达其神韵，而弄成《最低限度的道德》则显 

得不伦不类。为了平息网友质疑，她甚至专门写了一篇 〈(MnimaMbiafe 

怎么译》的博文，细说翻译原委，坚持自家看法。此文影响不小，其论 

据之一是，当时孟登迎、赵文诸君翻译的魏格豪斯的巨著一《法兰克福 

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 已经杀青，译稿正被进一步打磨。小 

孟 兄 见 《伦理随想录》之译很合自己胃口，便与我联系，想借用到书里，

并让我转达他对Y 兄的谢意。后来此书出版，我见凡有Minima 出

没处，果然都译成了《伦理随想录》。

回 到 《文 化 工 业 述 要 我 本 来 是 要 向 Y 兄请教其中一句的译法，

但她看过我译他校的整个译文后却大发雷霆，认为我们的语感差，问题 

多，是不合格产品。我无法接受其指责，便与她理论，没想到Y 兄很生 

气，后果很严重。她一方面给我举证，一方面跟我吵架，及至撂出如下 

狠话：“更令我呕心的是，你似乎从心底里并不尊重我这样一个在美国 

生活了将近2〇年、以翻译为生、用英文写作、出于职业和写作需要而对 

英语十分用心的人的意见。更何况我还是每有问题或不踏实之处，必跟

我丈夫------ 个有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的美国人—— 求证和商榷。”邮件

往来几个回合之后，我就闭嘴了，因为Y 兄给我们挑错时指出：“ ‘ such 

as that of the Western, familiar to every movie-goer’ 中的 Western 指的是 

好 莱 坞 的 ‘西部片’，而 并 非 ‘西方的’什么。”这个误译如冷水浇背，

顿时让我觉得丢尽了脸，汗满了颜。那时候我才意识到，错了就是错  

了，翻译是不讲任何情面的。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失误，便会毁掉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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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英名。

后来，我见又有人翻译此文，“西部片”就成为我衡量其译文高低的 

—杆标尺。看到张三没译对，李四也“西方”，我先是心中窃喜，紧接着 

便是双倍的汗颜和空旷的悲哀：

因为这次事故，我意识到自己的翻译还差着行情，亟须提高。而 Y  

兄也有意为我的提高花时间，费力气，于是与她商量后，我决定选择阿 

多诺的长文—— 《一个欧洲学者在美国的学术经历》，拿它练手。我 在 《法 

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的后记中写道：“那一阵子， 

我们在邮件中你来我往：我译出一段，交上作业，她则详细批改，举一 

反三，给我讲解如何拆解长句，如何辨析一个词的用法，如何把一个句 

子拿捏得到位。正是那次长达半年的训练，才让我对翻译真正有了些感 

觉。后来，我敢接手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与我的几位学生一起翻译此书，大概就是 Y  

兄让我有了些底气。”情况就是这样，没有任何夸张。如今我意识到的是， 

Y 兄既执拗，也有着晋城人的“实受”。她给我当了半年私人教师，可谓 

扎扎实实，任劳任怨，倾其所有，不要工钱。

但我毕竟不是专门做翻译的，所以翻译并未成为常态。后来我每 

译阿多诺，肯定是又要写论文了，便依从惯例，把翻译做到前面。 i己得 

2〇14 年，为写那篇《艺术的二律背反，或阿多诺的“摇摆”一 一 “奥斯 

威辛之后”命题的由来、意涵与支点》的长文，我是先翻译了《文化扣： 

评与社会》《艺术是欢悦的吗?》等文章，才开始动笔的。后 来 因 写 《作 

为 “论笔”的文学批评—— 从阿多诺的“论笔体”说起》，译 出 了 《论 

笔即形式》等；因写《走向一种批判诗学—— 从法兰克福学派的视角看 

中国当代文化诗学》，译出了《介人》等。而写作《作为方法的文学扣： 

评—— 阿多诺“内在批评”试解读》期间，我们的读书会也正与《关于 

诗与社会的讲演》过招。可以说，这本书里的一些译文，实际上是我做 

论文的副产品。

译过几篇阿多诺后，我也依然没有让其成书的想法，但想让其成书 

的人找上门来了。这件事情发生在2017年。那年年初，诗人朵渔知道作



译 后 记 I 5 0 9

家弱水与我相熟，便托她给我捎话，意思是我来翻译阿多诺，他负责出 

书。我的心思本来就不在翻译方面，加上翻译阿多诺是件要命的事情， 

就没敢接话。但弱水同志不依不饶，隔三差五催问于我，一副拉我下水 

的架势。起初我只是犹豫，待几个回合之后，我终于蠢蠢欲动了，便决 

定拽上一位博士生，一起对付阿多诺。那年 7 月的一天，朵渔、弱水、 

博士生、女编辑和我在北师大相聚，吃饭喝酒，兼谈合作事宜。那时我 

才知道，朵渔时任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副社长，负责北京的工作室。他 

对阿多诺很感兴趣，便想选其单篇文章，形成一个阿多诺系列，做它个 

五六本。我一听这阵势，顿时吓得屁滚尿流，连说难度实在太大，我命 

只有一条。朵渔说，那就先译一本，首选阿多诺论文学、文化、艺术的 

文章，篇目由你来定。

十天半月后，我选出篇目，把它发给朵渔，并写f c邮件解释。朵渔 

回复时先是夸我做这件事情“有大公德心”“选目非常棒' 然后说“随后 

会寄上翻译合同”。但不知何故，他既没寄来合同，也没解释因何终止合 

作，就让这件事情黄了。而此事能以如此方式不了了之，于我而言也谈 

不上遗憾，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借坡下驴，如释重负，而不再懒驴 

上坡屎尿多了。

让我重新提起翻译心劲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张文礼编辑。2〇2〇年8 

月 1 1 日，我在自家公众号上推出一篇文章：《〈介人〉等五篇文章将要发 

表，感 谢 〈广州大学学报>!》（后改名为《东风劲吹红旗展—— 感 谢 〈广 

州大学学报> 》，收人拙书《刘项原来不读书》中），其中既谈翻译阿多诺 

的艰辛，也说欲把阿多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总想除之而后快”的 

决心，顺便还交代了几句我译阿多诺的存货。文礼编辑见状，便私信于 

我，表达了想约我结集出书的意愿。当其时也，我正与他商量《批判理论 

的旅行：在审美与社会之间》一书的出版事宜，又想到我的博士论文《整 

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便是出 

版于此，文礼编辑已有意再出增订版：而 《法兰克福学派内夕卜：知识分子 

与大众文化》经文礼责编把关之后，反响不俗，口碑不错。如果能在他 

手中再推出一本阿多诺的译著，岂不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系列？想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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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我不禁评然心动，忽然对这本译书充满了渴望。

两年之后，当我校完《关于诗与社会的讲演》的那一刻，忽然觉  

得可以启动这一翻译计划了，于是我把自己的旧译翻出来，先是修修补 

补，然后又选出一些篇目，准备新译。而那时候，我已动员吾儿赵天舒 

加盟，与我共蹚这道浑水了。为什么要逼他就范？ 一是我得找一个夕卜语 

好的保驾护航，以免我一个人触礁翻船S 二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 

兵，如此对付阿多诺，我才心里有底。而赵天舒也符合这两项条件——  

他刚上大学时，我就给他派活儿，让他翻译《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 

中的一章内容，后来我校其译文，发现他甚至比我的一些博士生还译得 

好。所以，他的英语是毫无问题的。他的法语学在北大，是科班出身； 

他本人又在巴黎留学多年，最终是要靠它混饭吃的。因此，法语自然也 

不在话下。此外，他还初通德语，虽段位不高，但也还能读些东西。记 

得翻译《介人》时，遇到我想破脑袋也拿不准的句子，便只好让他动用 

阿多诺的W〇teSSUrW tt細 ture，请求法译本的火力支援。而全文译完，我 

也干脆让他校译一遍。后来我准备拿出《论笔即形式》时，也如法炮制，

让其过手。那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个学外语的儿子能够被我呼来唤去， 

真是得劲。

所以，这本译著主要是我与赵天舒合作的成果。而合作的方式是 

我主译，他主校，疑难之处商量、讨论，然后我最终敲定、确认。我把 

译、校或初译、初校、选译、补译、校译、再校等日期跟在译文之后， 

就是想老老实实呈现那些译文的诞生过程，因为有些译文从我最初译出 

到最后改定，绵延达二十多年之久。而通常，文末的最后一个日期，也 

是赵天舒校译留下的痕迹。需要说明的是，除 《文化工业述要》》和 《关于 

诗与社会的讲演》没让他过手外，其余篇目他都认真校过。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些篇目呢？我 在 “译者导言”中虽有交代，但 

在这里还可以稍作补充。如前所述，我最初与阿多诺打交道，主要关注 

的是他的大众文化理论，也翻译了几篇我认为是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文 

章。所以，我必须把他论大众文化的内容编成一辑。而大众文化的另一 

极则是艺术，在阿多诺与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眼中，“艺术与大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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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就是二元对立关系。于是，挑拣出阿多诺论文学与艺术的重要论 

笔，再弄成一辑也就顺理成章。奥斯维辛是阿多诺的一个创伤点，也是 

他许多思考的生发点和生长点，这样，围 绕 着 “奥斯维辛之后”这一命题 

选文，以便形成“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的效果，便成为我的编 

选意图之一。于是，这一辑内容也水到渠成。

因此，这些篇目挑选的基本原则是看其是否重要—— 既在阿多诺的 

论域中重于泰山，也在本书的编选框架举足轻重。这就意味着，尽管有 

些篇目此前已被译过，或者是有些篇目我译在前，拿出在后，我拿出时 

已有他人译文面世，但因为其重要，我依然提供了我们的译文。我总觉 

得，像阿多诺这种高难度的理论大家，其同一篇文章有个三五篇译文是 

完全必要的，这样才便于专业读者对读，择其善者而从之。在这方面我 

有切身体会，可交代于此。记得此前写一篇文章，我需要引用本雅明《单 

行道》中的一段文字。当时我手头已有此书的五六个中译本，但对读过 

来，却对其中几个句子的译法都不满意。那时候我就想，为什么不再多 

几个译本呢？

感谢责编张文礼先生，没有他的信任和热情相邀，我是否还能拿出 

这本书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感谢 Y 兄曹雅学女史，尽管我们好像已 

相忘于江湖，但她当年对我的帮助却铭记在心，不敢淡忘。感谢诗人朵 

渔先生，虽然我们的合作无疾而终，但也正是因为他的邀约，我才有了 

《阿多诺论笔选》的篇目雏形。感谢读书会上的众弟子，他们为个别篇目 

的翻译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我在相关译文的注释中已具名致谢，这 

里就不再重复。感谢博士生丰硕同学，她硕士就读于德国慕尼黑大学，

专业过硬，德语不歪，我便把规范每篇文章中德语语词引用的任务交给 

了她。她认真负责，完成得很好。最后，我也要感谢赵天舒博士，他放 

下自己的事情，毅然走进被阿多诺折磨的苦痛之中，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还是值得表扬的。

当然，我也应该感谢阿多诺。他的晦涩难懂虽然让我受罪受累，但 

因为是“为爱发电”，我自然是无怨无悔，心甘情愿。而通过他的文章， 

我也约略表达了一些“压在纸背的心情”，这是我在其他理论家那里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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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福利，也是我选择与他交手的重要原因。作为译者，我已经从这  

本书中获益良多，我也希望读者朋友能从中得到某种启迪。如 此 一 来 ， 

我们在打开阿多诺的“漂流瓶”日!1•才不至于无功而返，我 们 在 思 考 “曾经 

被深刻思考过的东西”时才不至于郁郁寡欢。

赵勇

2023年 8 月 2 2 日


